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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空间站机械臂在完成辅助对接或者目标抓捕时，需要 实 时 求 取 机 械 臂 上 的 视 觉 传 感 器 与 目 标 上 的 合 作 靶 标 之

间的位置和姿态，而其前提条件是合作靶标的快速识别。本文提出了一种合作靶标的快 速 识 别 算 法。算 法 分 为３大 步

骤：首先用Ｓｏｂｅｌ算子和改进的非极大值抑制算法提取 靶 标 图 像 的 单 像 素 边 缘；然 后 将 每 条 边 缘 分 为 两 段，分 别 采 用 最

小二乘法进行圆拟合，若两段拟合结果相似则该边缘属于圆形；最后根据圆形的大小在每个圆形周围开出一大一小两个

正方形窗口，统计在两窗的补集内距离圆心较近的直线数量，若直线数量满足规定条件则认为是合作靶标。利用手眼相

机、六自由度转台和合作靶标对算法进行了验证，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能在１．５ｍ的距离内准确识别合作靶标，且 不 受

光照条件影响。合作靶标的识别算法快速、稳定、抗干扰能力强。

关键词：机器视觉；目标识别；非极大值抑制；圆检测；直线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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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站机械臂［１－４］是在空间站 舱 内 或 者 舱 外

完成辅助对接、目标搬运等操作的重要工具。通

常情况下，机械臂上安装有视觉传感器（摄像机）
和抓捕机构；对接的飞船或者搬运的目标上安装

有被抓捕机构和合作 靶 标［５－８］。在 对 接 或 者 抓 取

的过程中，需要实时求取视觉传感器相对于合作

靶标的位置和姿态，进而转换为机械臂上的抓捕

机构与目标上的被抓捕机构之间的位姿关系，从

而控制机械臂规划抓取路径。所以，目标上合作

靶标的快速识别是实时位姿测量的先决条件。
目前，美国的航空航天项目在飞船对 接 时 大

都采用改进的视 频 制 导 敏 感 器（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Ｖｉｄｅｏ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Ｓｅｎｓｏｒ，ＡＶＧＳ）作为合作靶标，靶标由

４个加了滤光片的标识点构成。分别使用两种不

同波长的激光照射靶标，第１种激光不被反射，产
生背景图；第２种 被 反 射，产 生 前 景 图。二 者 相

减；用一个阈值提取结果图，图上就只剩下标识点

了；用多点透视算法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ｎ－Ｐｏｉｎｔ，ＰｎＰ）
根据标识点的图像坐标求解位姿，从而实现全自

动识别。这种方案需要使用两种激光照明，靶标

的制作很复杂，对舱内机械臂对合作目标的抓取

不适 用。日 本 工 程 测 试 卫 星７号（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Ｔｅｓｔ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７，ＥＴＳ－ＶＩＩ）使 用３点 非 共 面 光

标，使用视觉的方式进行识别。在中国，天宫与神



　温卓漫等：空间站机械臂位姿测量中合作靶标的快速识别 １３３１　

舟８、９、１０号手动对接时使用的是十字形靶标，靶
标的识别是依靠人眼观测完成的；自动对接时使

用的是激光雷达系统。
本文提出了一种具有圆形特征合作靶标的快

速识别方案。本合作靶标识别的重点是圆检测，
最著名的圆检测算法是 Ｈｏｕｇｈ变换法，然而此算

法需要将图像坐标系变换为参数坐标系，运算量

和存储量都很大，基于它的改进算法［９－１１］很多，然

而速度 都 不 够 理 想。现 有 的 最 快 圆 检 测 算 法 是

Ｗｕ等［１２］提出的，本文在该算法的基础上提出了

一种速度更快的改进方案。为了进一步提高识别

准确率，在圆检测后根据靶标上的直线特征再次

进行了靶标判别。合作靶标识别算法计算量小、
速度快、准确率高。

１　合作靶标

合作靶标如图１所示，主要用于空间 站 机 械

臂抓取合作目标时的位姿解算。靶标由１个圆环

和若干直线构成，圆环中心有一与靶标平面垂直

的立柱ＯＡ。３个圆形标识点Ａ、Ｂ、Ｃ组成等腰三

角形，主要用于机械臂相对于该靶标的位姿求解。

图１　合作靶标

Ｆｉｇ．１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ｔａｒｇｅｔ
　

本文利用该靶标的圆形和直线等形 状 特 征，

提了一种快速、准确的识别算法。该算法能够在

０．３～１．５ｍ范围内快速识别靶标。
靶标识别算法主要分为３大步骤：首先，根据

梯度信息提取单像素图像边缘；其次，判断每条边

缘是否构成圆形；最后，判断圆形边缘旁是否存在

直线进而识别出合作靶标。

２　边缘检测

为了消除光电噪声、数字化噪声、压缩噪声等

噪声的影响，在边缘检测之前需要先用高斯平滑

模板去除图像噪声。
然后，对图像进行边缘提取。最 普 遍 使 用 的

Ｃａｎｎｙ算子对图像噪声 过 于 敏 感，且 算 法 复 杂 度

高，计算量过大。因此，先用Ｓｏｂｅｌ算子对图像进

行粗略的边缘提取，再使用改进的非极大值抑制

获取细化的图像边缘。
以理想圆与２维高斯模板卷积形成的图像作

为原图，用不同非极大值抑制方法得到的边缘提取

结果及其局部放大图如图２所示。其中，图２（ａ）

是用传统的非 极 大 值 抑 制 算 法［１３］得 到 的 细 化 结

果，从其局部放大图像图２（ｂ）中不难看出提取的

边缘较粗，大部分边缘不是单像素的。图２（ｃ）是

使用文献［１４］得到的细化结果，对比图２（ｂ）细化

效果有一定提高，但左上、左下、右上、右下４个方

向的局部区域依旧存在非单像素边缘，如图２（ｄ）
所示。图２（ｅ）是运用本文算法得到的结果，细化

效果有明显提升，除个别像素点外基本实现了单

像素边界提取，图２（ｆ）是它的局部放大图像。

　　　

　　　

　　　
图２　不同方法边缘检测结果对比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ｅｄｇ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ｕｓ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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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算法的核心是利用梯度方向角选取邻域像

素，且在这４个方向上更偏重当前点与其４个邻

域的比较，其大致流程如下所述。
首先，对于用Ｓｏｂｅｌ算 子 求 出 的 所 有 边 界 点

（ｘ，ｙ），计算其在原图中的梯度方向角α和梯度

幅度ｇ为

α（ｘ，ｙ）＝
ａｒｃｔａｎ（ｇｙ／ｇｘ）　ｇｘ≠０
π／２　 ｇｘ＝０，ｇｙ＞０
－π／２　 ｇｘ＝０，ｇｙ＜
烅
烄

烆 ０

ｇ（ｘ，ｙ）＝ ｇ２ｘ＋ｇ２槡

烅

烄

烆 ｙ

（１）

式中：ｇｘ 为Ｓｏｂｅｌ算 子 计 算 出 的ｘ方 向 的 梯 度；

ｇｙ 为ｙ方向的梯度。
然后，根据边缘上每个像素点的梯度 方 向 角

正切值ａ的大小，按 照 图３所 示 区 域１到 区 域６
分为６种情况。定义中间变量ｇｉ（ｉ∈［１，４］），表

示当前点相邻两点梯度幅度的加权平均值，加权

系数为ｗ。然后，

１）标记１区，当ａ∈［－０．５，０．５］时，令ｇ１＝
ｇ（ｘ－１，ｙ），ｇ３＝ｇ（ｘ＋１，ｙ），ｇ２、ｇ４ 为０，权重

ｗ为１。

２）标 记２区，当ａ∈（０．５，１］时，令ｇ１＝
ｇ（ｘ－１，ｙ－１），ｇ２＝ｇ（ｘ－１，ｙ），ｇ３＝ｇ（ｘ＋１，

ｙ＋１），ｇ４＝ｇ（ｘ＋１，ｙ），权重ｗ＝ｋ１｜ｇｙ（ｘ，ｙ）｜／

｜ｇｘ（ｘ，ｙ）｜。

３）标记３区，当ａ∈（１，２）时，令ｇ１＝ｇ（ｘ－
１，ｙ－１），ｇ２＝ｇ（ｘ，ｙ－１），ｇ３＝ｇ（ｘ＋１，ｙ＋
１），ｇ４＝ｇ（ｘ，ｙ＋１），权 重ｗ＝ｋ２｜ｇｘ（ｘ，ｙ）｜／

｜ｇｙ（ｘ，ｙ）｜。

４）标记４区，当ａ∈（－∞，－２］或者ａ∈［２，

＋∞）时，令ｇ１＝ｇ（ｘ，ｙ－１），ｇ３＝ｇ（ｘ，ｙ＋１），

ｇ２、ｇ４ 为零，权重ｗ为１。

５）标记５区，当ａ∈（－２，－１）时，令ｇ１＝
ｇ（ｘ＋１，ｙ－１），ｇ２＝ｇ（ｘ，ｙ－１），ｇ３＝ｇ（ｘ－１，

ｙ＋１），ｇ４＝ｇ（ｘ，ｙ＋１），权重ｗ＝ｋ３｜ｇｘ（ｘ，ｙ）｜／

｜ｇｙ（ｘ，ｙ）｜。

６）标记６区，当ａ∈［－１，－０．５］时，令ｇ１＝
ｇ（ｘ＋１，ｙ－１），ｇ２＝ｇ（ｘ＋１，ｙ），ｇ３＝ｇ（ｘ－１，

ｙ＋１），ｇ４＝ｇ（ｘ－１，ｙ），权重ｗ＝ｋ４｜ｇｙ（ｘ，ｙ）｜／

｜ｇｘ（ｘ，ｙ）｜。
需要注意的是，系数ｋ１～ｋ４ 的取值在（０，１］

之间，取值越接近０则细化效果越明显，如果过小

则容易造成边界断裂。

图３　梯度方向角划分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ｖｉｄｉｎｇ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ｇｌｅｓ　
　

令Ｇ１、Ｇ２

烅
烄

烆

分别为

Ｇ１＝ｗｇ１＋（１－ｗ）ｇ２

Ｇ２＝ｗｇ３＋（１－ｗ）ｇ４
（２）

最后，进行边界点判断。若当 前 点 梯 度 幅 度

ｇ（ｘ，ｙ）大于等于Ｇ１ 和Ｇ２，则认为当前点是边界

点，否则不是边界点。
获取了细化的图像边缘以后，需要进 行 边 缘

跟踪［１５－１６］。由 于 新 算 法 剔 除 了 许 多 虚 假 的 边 缘

点，边缘跟踪所需的时间大大减少了。跟踪时剔

除长度小于１０个像素的边缘，因为这样的边缘分

成两段后每段仅有５个像素长，用最小二乘法对

它进行圆拟合已知量太少，意义不大；另外，靶标

上圆环 在１．５ｍ处 时 形 成 的 边 缘 有 几 十 个 像 素

长，远远大于１０个像素。于是把图像上每一条长

于１０个像素的边缘记录并且保存下来，以便进行

下一步判断。

３　圆形特征识别

如图４所示，将保存下来的每一条边缘ｌ从

中点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为ｌ１，后一部分为ｌ２。
分别对ｌ１ 和ｌ２ 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圆拟合，ｌ１ 对应

的圆心坐标 为（ｘｃ１，ｙｃ１），半 径 为Ｒｃ１。ｌ２ 对 应 的

圆心坐标 为（ｘｃ２，ｙｃ２），半 径 为Ｒｃ２。整 条 边 缘ｌ
对应的圆心坐标为（ｘｃ，ｙｃ），半径为Ｒｃ。

对ｌ１ 和ｌ２ 的拟合算法流程如下所述。
假设边缘长 度 为ｎ，对 于 其 中 每 一 个 边 缘 点

（ｘ，ｙ）有
（ｘ－ｘｃ）２＋（ｙ－ｙｃ）２＝Ｒ２ｃ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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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圆拟合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ｉｒｃｌｅ　ｆｉｔｔｉｎｇ
　

即

ｘ２＋ｙ２＋ａｘ＋ｂｙ＋ｃ＝０ （４）

式中：ａ＝－２ｘｃ；ｂ＝－２ｙｃ；ｃ＝ｘ２ｃ＋ｙ２ｃ－Ｒ２ｃ。
建立方程

Ｆ（ａ，ｂ，ｃ）＝∑
ｎ

ｉ＝１
ｘ２ｉ ＋ｙ２ｉ ＋ａｘｉ＋ｂｙｉ＋（ ）ｃ　２

（５）

式中：ｘｉ 和ｙｉ 分 别 为 边 缘 上 点 的 横 坐 标 和 纵

坐标。

为了使Ｆ（ａ，ｂ，ｃ）的值尽量小，将它对参数ａ、

ｂ、ｃ分 别 求 偏 导，令 偏 导 数 均 为 零，就 可 以 得 到

Ｆ（ｘ）的极小值，即

Ｆ
ａ ＝∑

ｎ

ｉ＝１
２（ｘ２ｉ ＋ｙ２ｉ ＋ａｘｉ＋ｂｙｉ＋ｃ）ｘｉ＝０

Ｆ
ｂ ＝∑

ｎ

ｉ＝１
２（ｘ２ｉ ＋ｙ２ｉ ＋ａｘｉ＋ｂｙｉ＋ｃ）ｙｉ＝０

Ｆ
ｃ ＝∑

ｎ

ｉ＝１
２（ｘ２ｉ ＋ｙ２ｉ ＋ａｘｉ＋ｂｙｉ＋ｃ）＝

烅

烄

烆
０

（６）

式（６）可以用克莱姆法则或者消元法求解，计
算出ａ、ｂ、ｃ。那么，圆心坐标和半径分别为

（ｘｃ，ｙｃ）＝ －ａ２
，－ｂ（ ）２

Ｒｃ＝ ａ２＋ｂ２－４ｃ槡 ２烅

烄

烆 ２

（７）

标准差为

σ＝

∑
ｎ

ｉ＝１

（ｘｉ－ｘｃ）２＋（ｙｉ－ｙｃ）２－Ｒ２ｃ

槡 ｎ
Ｒｃ

（８）

记前一半边缘的标准差为σｃ１，后一半边缘的

标准差为σｃ２。判断两个标准差σｃ１、σｃ２是否满足

σ＜ｋ５Ｒｃ （９）
式中：ｋ５ 为 常 数，取 值 在（０，１）之 间。如 果 满 足，
则计算相似系数：

Ｓ＝ １－２　Ｒｃ１－Ｒｃ２Ｒｃ１＋Ｒ（ ）ｃ２
·

１－２
（ｘｃ１－ｘｃ２）２＋（ｙｃ１－ｙｃ２）槡 ２

Ｒｃ１＋Ｒ（ ）ｃ２

（１０）

Ｓ表示 边 缘ｌ的 前 后 两 部 分ｌ１ 和ｌ２ 圆 拟 合

结果的相似程度，其数值越接近１则相似程度越

高。倘若系数Ｓ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则认为边缘

ｌ是圆。将整条边缘的坐标用最小二乘法重新进

行圆 拟 合，求 出 圆 心 坐 标（ｘｃ，ｙｃ）和 半 径 为Ｒｃ。
这样就得到了全部属于圆的边缘。

但是上述边缘中有一些是属于同一 个 圆 的，
所以需要进行圆重组。同理，按照式（１０）求取每

两段边缘所属圆的相似系数Ｓ。如果Ｓ在一定范

围内则认为这两条边缘属于同一个圆，将它们组

合成一条边缘再进行圆拟合，求取圆心和半径。
另外，由于只需要在１．５ｍ的范围内识别靶

标，靶标的半径长度一定属于某一固定范围，所以

应该剔除半径不在该范围内的圆。

４　靶标判别

为了提高识别的准确率，本算法在检 测 圆 形

的基础上，根据直线信息执行了进一步的靶标判

别。在圆形的周围添加大小两个矩形窗口如图５
所示。如若在窗口内存在规定数量的直线，则说

明该图形是合作靶标。

图５　坐标计算示意图

Ｆｉｇ．５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根据实际物理尺寸可知，靶标上圆环 的 内 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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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为Ｒ；圆 环 宽 度 为Ｗ；圆 环 中 心 到 圆 环 左 右 两

边直线末端的距离为Ｄ；设Δ为根据靶标尺寸确

定的一个 固 定 数；（ｘ１，ｙ１）为 大 窗 口 的 左 下 角 坐

标；（ｘ２，ｙ２）为小窗口的左下角坐标；（ｘ３，ｙ３）为小

窗口的右上 角 坐 标；（ｘ４，ｙ４）为 大 窗 口 的 右 上 角

坐标。由圆形拟合算法可以得知圆环在图像中内

半径Ｒｃ 的像素大小。
那么由几何关系，可以得出确定两个 矩 形 窗

位置的４个坐标为

ｘ１，ｙ（ ）１ ＝ ｘｃ－ＲｃＲ
（Ｄ－Δ）ｃｏｓ　４５°（ ，

ｙｃ＋ＲｃＲ
（Ｄ－Δ） ）ｓｉｎ　４５°

ｘ２，ｙ（ ）２ ＝ ｘｃ－
Ｒｃ
Ｒ
（Ｒ＋Ｗ），ｙｃ＋ＲｃＲ

（Ｒ＋Ｗ（ ））
ｘ３，ｙ（ ）３ ＝ ｘｃ＋

Ｒｃ
Ｒ
（Ｒ＋Ｗ），ｙｃ－ＲｃＲ

（Ｒ＋Ｗ（ ））
ｘ４，ｙ（ ）４ ＝ ｘｃ＋ＲｃＲ

（Ｄ－Δ）ｃｏｓ　４５°（ ，

ｙｃ－ＲｃＲ
（Ｄ－Δ） ）

烅

烄

烆
ｓｉｎ　４５°

（１１）

再根据上 述 坐 标 确 定 的 两 个 矩 形 窗 的 补 集

内，找出所有长度大于ｋ６Ｒｃ 的边缘，ｋ６ 为一固定

数，并且求出每条边缘在原图中梯度方向角绝对

值的标准差为

σ α ＝
∑
ｎ

ｉ＝１
α －∑ α烄

烆

烌

烎ｎ

２

ｎ－槡 １
（１２）

式中：α的值可以由式（１）求出；ｎ为边缘的长度，

即总像素个数。

如果是理 想 直 线，标 准 差σ｜α｜应 该 为０°。然

而，实际情 况 并 非 如 此。因 而 规 定 如 果σ｜α｜小 于

２°，则认为该 边 缘 是 直 线。然 而 这 样 求 出 的 直 线

并不一定是靶标圆环两侧的直线。因此，进一步

运用最小二乘法求出每条直线对应的ｙ＝ａｘ＋ｂ。
若圆心与直线的距离小于ｋ７Ｒｃ（ｋ７ 为小于１的正

常量），则认为该直线是靶标上圆环旁的直线。

在理想情况下，靶标两个矩形窗的补 集 内 应

该存 在４条 满 足 上 述 条 件 的 边 缘。然 而 在 实 际

中，由 于 光 照 不 均 匀 等 因 素，边 缘 有 可 能 发 生 断

裂、误检等情况。因此，规定如果有２到６条这样

的直线，则认为该图形是合作靶标，否则不是。

至此，已根据靶标形状特点完成了对 合 作 靶

标的判别。

５　实　验

运用如图６所示的实验装置对算法进行了验

证。手眼相机被安装在六自由度转台上，合作靶

标与相机相隔一定距离。

图６　验证实验装置

Ｆｉｇ．６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在距离 为０．３ｍ 时，拍 摄 合 作 靶 标 图 像 如

图７（ａ）所示，并且按照本文算法对该图逐步进行

处理。
图７（ｂ）是对图７（ａ）边缘提取的结果，基本上

实现了单像素理想边缘提取，由于靶标边缘的梯

度幅度较大，这里选取的阈值也相应较大，因此去

除了许多不需要的边缘信息。图７（ｃ）是圆检测结

果，一共检测出了３个圆，检测结果如表１所示。
实验所 用 电 脑 配 置 如 下：内 存２．０Ｇ，ＣＰＵ

主频３．４０ＧＨｚ。表２列 出 了 传 统 Ｈｏｕｇｈ变 换、
文献［９］和本文算法在该计算机上进行圆检测所

用的时 间。可 以 看 出，本 文 算 法 在 速 度 上 优 于

Ｈｏｕｇｈ算法和文献［９］算法。
在每个圆的周围开两个窗，并且在两 窗 的 补

集内进行边界跟踪，在３个圆的周围分别找到了

２、８、２条边缘，图７（ｄ）给出了局部跟踪结果。通

过第４小节的直线判断法则，得到３个圆形旁满

足条件的边缘条数分别为０、３、０。图７（ｅ）显示了

局部的直线判断结果。只有第２个圆形周围存在

规定数量的直线，因而找到了合作靶标如图７（ｆ），
算法总共用时８４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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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各步骤实验结果图

Ｆｉｇ．７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ｅａｃｈ　ｓｔｅｐ

表１　圆检测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ｃｉｒｃｌ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ｉｒｃｌｅ　Ｎｏ ． Ｃｅｎｔｅｒ／ｐｉｘｅｌ　 Ｒａｄｉｕｓ／ｐｉｘｅｌ

１ （４１９，１２３） １５．１０８　１６４

２ （６２２，６５０） １０３．０６５　７８８

３ （４２６，８６５） １５．４０８　７７９

表２　圆检测用时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ｉｍｅ　ｓｐｅｎｔ　ｏｎ　ｃｉｒｃｌ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Ｈｏｕｇｈ　 Ｒｅｆ．［１２］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ｉｍｅ／ｍｓ　 ６４３　 ８９　 ７２

在１．５ｍ的距离内，每隔０．５ｍ对合作靶标

拍照，识别结果如图８所示。结合图７和图８可

知，本算法满足空间站机械臂项目在０．３～１．５ｍ

范围内准确识别靶标的要求。此外，在不同的光

照 条 件 下 对 识 别 算 法 的 稳 定 性 进 行 了 验 证，如

图９所示。
从图９可以看出，本识别算法不受光 照 条 件

影响，能够在不同照度情况下有效地识别靶标。
为了验证算法的鲁棒性，让识别算法 连 续 工

作了４个小时。在此期间，光照条件随着太阳高

度角变化而变化；合作靶标与摄像机的相对距离

由六自由度 转 台 控 制 在０．３～１．５ｍ之 间 变 化。
中国相关空间项目一般每秒钟处理４帧或者８帧

图像。本算法每 秒 钟 处 理８帧 图 像，４小 时 总 共

处理了１１５　２００幅 图 像。实 验 过 程 中 没 有 丢 帧，
合作靶标的识别准确率达到了９７．２％。可见，该

算法满足空间机械臂抓取系统对实时性和准确性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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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靶标在不同距离时的识别结果

Ｆｉｇ．８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ｈｅｎ　ｔａｒｇｅｔ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ｖａｒｉｅｓ

图９　不同光照条件下的识别结果

Ｆｉｇ．９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６　结　论

１）基于改 进 的 非 极 大 值 抑 制 的 边 缘 提 取 算

法基本上能够提取出单像素理想边缘。

２）利用最 小 二 乘 法 进 行 圆 拟 合 的 圆 检 测 算

法计算量小、速度快；圆环两旁的直线检测算法新

颖且高效。

３）该合作 靶 标 识 别 算 法 速 度 快，准 确 率 高，

满足空间项目对鲁棒性和实时性的需求。下一步

的研究重点在于进一步降低算法的复杂度和空间

存储量。

参　考　文　献

［１］　Ｗｅｉ　Ｃ，Ｚｈａｏ　Ｙ，Ｔｉａｎ　Ｈ．Ｇｒａｓｐ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ｓｐａｃｅ　ｒｏｂｏｔ

ｆｏｒ　ｃａｐｔｕｒｉｎｇ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ｔａｒｇｅｔ［Ｊ］．Ａｃｔａ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　ｅｔ　Ａｓ－

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０，３１（３）：６３３－６３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魏承，赵阳，田浩．空间机器人捕获漂浮目标的抓取控制

［Ｊ］．航空学报，２０１０，３１（３）：６３３－６３７．
［２］　Ｃｏｎｇ　Ｐ　Ｃ，Ｓｕｎ　Ｚ　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ｉｍｐａｃｔ　ｉｓｓｕ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ｄｕａｌ－ａｒｍ　ｓｐａｃｅ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ｏｒ　ｃａｐｔｕｒｉｎｇ　ｏｂｊｅｃ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２０１０，４２（４）：２３５－２４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丛佩超，孙兆伟．双 臂 式 空 间 机 械 臂 捕 捉 目 标 的 碰 撞 问

题研究［Ｊ］．四川大 学 学 报：工 程 科 学 版，２０１０，４２（４）：

２３５－２４１．
［３］　Ｚｈａｎｇ　Ｆ　Ｈ，Ｆｕ　Ｙ　Ｌ，Ｗａｎｇ　Ｓ　Ｇ．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ｆｒｅｅ－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ｓｐａｃｅ　ｒｏｂｏｔ　ｗｉｔｈ　ｉｎｅｒｔｉａ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
［Ｊ］．Ａｃｔａ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　ｅｔ　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２，３２
（１２）：２３４７－２３５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张福海，付宜利，王树国．惯性参数不确定的自由漂浮空

间机器人自适应控制研究［Ｊ］．航空学报，２０１２，３２（１２）：

２３４７－２３５４．
［４］　Ｌｉａｎｇ　Ｊ，Ｃｈｅｎ　Ｌ．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ｏｒ

ｆｒｅｅ－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ｓｐａｃｅ－ｂａｓｅｄ　ｒｏｂｏｔ　ｗｉｔｈ　ｔｉｍｅ－ｄｅｌａ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ｙｌｏｒ　ｓｅｒｉｅｓ［Ｊ］．Ａｃｔａ



　温卓漫等：空间站机械臂位姿测量中合作靶标的快速识别 １３３７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　ｅｔ　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２，３３（１）：１６３－１６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梁捷，陈力．具有时延的漂浮基空间机器人基于泰勒级数

预测、逼近的改进非 线 性 反 馈 控 制［Ｊ］．航 空 学 报，２０１２，

３３（１）：１６３－１６９．
［５］　Ｌｉ　Ｊ，Ｙｕａｎ　Ｆ，Ｈｕ　Ｙ　Ｈ．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ｐａｃｅ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ｕｌｔｉ－ｌｉｎｅａｒ　ＣＣＤ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ｐｏｉ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　ｔａｒｇｅｔ［Ｊ］．Ｏｐ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３，

２１（６）：１６３５－１６４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李晶，袁 峰，胡 英 辉．基 于 多 点 合 作 目 标 的 多 线 阵ＣＣＤ

空间物体 姿 态 测 量［Ｊ］．光 学 精 密 工 程，２０１３，２１（６）：

１６３５－１６４１．
［６］　Ｗｅｉ　Ｘ　Ｑ，Ｈｕａｎｇ　Ｊ　Ｍ，Ｃｈｅｎ　Ｆ，ｅｔ　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ｓｕｐｅｒ

ｃｌｏｓ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ｉｍａｇｅ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ｔａｒｇｅｔ［Ｊ］．Ｍａｎｎｅｄ　Ｓｐａｃｅｆｌｉｇｈｔ，２０１２，１８（２）：２８－３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魏祥泉，黄建明，陈凤，等．合作目标 超 近 距 离 自 主 影 像

导航技术研究［Ｊ］．载人航天，２０１２，１８（２）：２８－３９．
［７］　Ｌｉａｎｇ　Ｂ，Ｄｕ　Ｘ　Ｄ，Ｌｉ　Ｃ，ｅｔ　ａｌ．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ｓｐａｃｅ　ｒｏｂｏｔ

ｏｎ－ｏｒｂｉｔ　ｓｅｒｖｉｃｉｎｇ　ｆｏｒ　ｎｏ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ｓｐａｃｅｃｒａｆｔ［Ｊ］．Ｒｏ－

ｂｏｔ，２０１２，３４（２）：２４３－２５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梁斌，杜晓东，李成，等．空间机器人非合作航 天 器 在 轨

服务研究进展［Ｊ］．机器人，２０１２，３４（２）：２４３－２５６．
［８］　Ｗｅｎ　Ｚ　Ｍ，Ｗａｎｇ　Ｙ　Ｊ，Ｄｉ　Ｎ，ｅｔ　ａｌ．Ｏｎ－ｏｒｂｉｔ　ｈａｎｄ－ｅｙｅ　ｃａｌｉ－

ｂｒ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ｔａｒｇｅｔ［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２０１４，３５（５）：１００５－１０１２（ｉ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温卓漫，王延杰，邸男，等．基于合作靶标的 在 轨 手 眼 标

定［Ｊ］．仪器仪表学报，２０１４，３５（５）：１００５－１０１２．
［９］　Ｚｈｏｕ　Ｆ，Ｙａｎｇ　Ｃ，Ｗａｎｇ　Ｃ　Ｇ，ｅｔ　ａｌ．Ｃｉｒｃｌ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ａｎｄｏｍ　Ｈｏｕｇｈ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２０１３，３４（３）：６２３－６２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周封，杨超，王晨光，等．基于随机Ｈｏｕｇｈ变换的复杂条

件下圆检测 与 数 目 辨 识 ［Ｊ］．仪 器 仪 表 学 报，２０１３，３４
（３）：６２３－６２７．

［１０］　Ｄｕａｎ　Ｌ　Ｍ，Ｗａｎｇ　Ｗ，Ｚｈａｎｇ　Ｘ．Ｃｉｒｃｌ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Ｈｏｕｇｈ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１３，１９（９）：２１４８－２１５２（ｉ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段黎明，汪威，张霞．改进的Ｈｏｕｇｈ变换实现圆检测［Ｊ］．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２０１３，１９（９）：２１４８－２１５２．

［１１］　Ｌｉｕ　Ｙ　Ｊ，Ｌａｉ　Ｒ　Ｆ，Ｒｏｎｇ　Ｗ　Ｂ，ｅｔ　ａｌ．Ａ　ｆａｓｔ　ｃｅｎｔｅｒ　ｄｅｔｅｃ－

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Ｈｏｕｇｈ　ｔｒａｎｓ－

ｆｏｒｍ［Ｊ］． Ｎａｎ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１，９（４）：２９８－３０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刘延杰，赖日飞，荣伟彬，等．基于改进随机Ｈｏｕｇｈ变换

的快速中心检测方法［Ｊ］．纳米技术与精密工程，２０１１，９
（４）：２９８－３０４．

［１２］　Ｗｕ　Ｊ　Ｐ，Ｌｉ　Ｊ　Ｘ，Ｘｉａｏ　Ｃ　Ｓ，ｅｔ　ａｌ．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ｒｏｂｕｓｔ　ａｌｇｏ－

ｒｉｔｈｍ　ｆｏｒ　ｃｉｒｃｌ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Ｃ］／／Ｔｈｅ　９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Ｙｏｕｎｇ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２００８：１７２２－

１７２７．
［１３］　Ｐｒａｔｔ　Ｗ　Ｋ．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ｍ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Ｍ］．Ｄｅｎｇ　Ｌ　Ｈ，

Ｚｈａｎｇ　Ｙ　Ｈ，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３３０－３３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ａｔｔ　Ｗ　Ｋ．数字图像处理［Ｍ］．邓鲁华，张延恒，译．北

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５：３３０－３３１．
［１４］　Ｗａｎｇ　Ｊ，Ｗａｎｇ　Ｈ　Ｌ，Ｘｉａｎｇ　Ｍ　Ｓ，ｅｔ　ａｌ．Ｓｕｂ－ｐｉｘｅｌ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ｒｃｌ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ｎｏｎ－ｍａｘｉｍｕｍ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２０１２，３３（７）：１４６０－１４６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静，王海亮，向茂生，等．基于非极大值抑制 的 圆 目 标

亚像素中心定位 ［Ｊ］．仪器仪表学报，２０１２，３３（７）：１４６０－

１４６８．
［１５］　Ｈｅ　Ｆ　Ｙ，Ｔｉａｎ　Ｚ，Ｌｉｕ　Ｘ　Ｚ，ｅｔ　ａｌ．Ａ　ｆａｓｔ　ｅｄｇｅ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ａｌ－

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ｏｒ　ｉｍａｇｅ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ａ　ｓｉｍｐｌｅ　Ｍａｒｋｏｖ

ｒａｎｄｏｍ　ｆｉｅｌｄ　ｍｏｄｅｌ［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ｏｍ－

ｐｕ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２：６３３－

６３６．　
［１６］　Ｔｒｉ　Ｃ　Ｐ，Ｙｏｎｇ　Ｓ　Ｉ，Ｊａ　Ｃ　Ｋ，ｅｔ　ａｌ．Ａ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ｅｄｇｅ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ｕｓｉｎｇ　ａ　ｌｏｗ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ａｃｔｉｌｅ　ｓｅｎｓｏｒ［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Ｓｙｓ－

ｔｅｍｓ，２０１０，８（２）：４６２－４６７．

作者简介：

温卓漫　女，博士研究 生。主 要 研 究 方 向：数 字 图 像 处 理，机 器

视觉。

Ｅ－ｍａｉｌ：ｗｅｎｚｈｕｏｍａｎ＠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王延杰　男，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数 字 图 像 处

理，电视跟踪和自动目标识别技术。

Ｔｅｌ：０４３１－８６１７６５６０

Ｅ－ｍａｉｌ：ｗａｎｇｙｊ＠ｃｉｏｍｐ．ａｃ．ｃｎ



　１３３８　 航　空　学　报 Ａｐｒ．２５　２０１５Ｖｏｌ．３６Ｎｏ．４

Ｆａｓｔ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ｐａｃ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ｒｏｂｏｔ　ａｒｍ

ＷＥＮ　Ｚｈｕｏｍａｎ１，２，ＷＡＮＧ　Ｙａｎｊｉｅ１，＊，ＤＩ　Ｎａｎ１，ＣＨＵ　Ｇｕａｎｇｌｉ　１，２，３，ＪＩＮ　Ｍｉｎｇｈｅ４

１．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Ｏｐｔｉｃｓ，Ｆｉｎ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１３００３３，Ｃｈｉｎａ

２．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４９，Ｃｈｉｎａ

３．Ｂａｉｃｈｅ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ａｉｃｈｅｎｇ　１３７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４．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Ｒｏｂｏ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Ｈａｒｂ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Ｈａｒｂｉｎ　１５００８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ｈ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ｒｏｂｏｔ　ａｒ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ｓ　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　ｄｏｃｋｉｎｇ　ｏｒ　ｔａｒｇｅｔ　ａｒｒｅｓｔｉｎｇ，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ｖｉｓｕａｌ　ｓｅｎｓｏｒ　ｆｉｘｅｄ　ｏｎ　ｒｏｂｏｔ　ａｒ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ｏｎ　ｏｂｊｅｃｔ　ｍｕｓｔ　ｂ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ｉｎ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ｒｅ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ｅ　ｉｓ

ｆａｓｔ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ｔａｒｇｅｔ．Ａ　ｆａｓｔ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ｈ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ｃｏｎｓｉｓｔｓ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ｅｐｓ．Ｔｏ　ｂｅｇｉｎ　ｗｉｔｈ，Ｓｏｂｅｌ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ｎｏｎ－ｍａｘｉｍｕｍ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ａｒｅ　ｈｉｒｅｄ　ｔｏ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ｓｉｎ－

ｇｌｅ　ｐｉｘｅｌ　ｅｄ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ｔａｒｇｅｔ．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ｅｖｅｒｙ　ｅｄｇｅ　ｉｓ　ｓｐｌｉｔ　ｉｎｔｏ　ｔｗｏ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ｅａｃｈ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ｆｉｔ－
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ａ　ｃｉｒｃｌｅ　ｕｓｉｎｇ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　ｃｉｒｃｌｅ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Ｉｆ　ｔｗｏ　ｈａｌｖｅｓ　ｈａｖ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ｂｅｌｏｎｇｓ　ｔｏ　ａ　ｃｉｒ－
ｃｌｅ．Ｆｉｎａｌｌｙ，ｗｅ　ｄｒａｗ　ｔｗｏ　ｓｑｕａｒｅ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ｅａｃｈ　ｃｉｒｃｌｅ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ｌｅ’ｓ　ｒａｄｉｕｓ，ｏｎｅ　ｂｉｇ　ａｎｄ　ｏｎｅ　ｓｍａｌｌ．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ｌｉｎ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ａｎｄ　ａｒｅ　ｃｌｏ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ｌ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ｉｓ　ｃｏｕｎｔｅｄ，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ｉ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ｉｆ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ｌｉｎｅｓ　ｓｕｉｔ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ｕｓｉｎｇ　ｈａｎｄ－
ｅｙｅ　ｃａｍｅｒａ，ｓｉｘ－ＤＯＦ　ｔｕｒｎｔ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ａｒｅ　ｅｘｅｃｕｔｅｄ　ｔｏ　ｔｅｓｔ　ｏｕｒ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Ｒｅｓｕｌｔｓ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ｃａｎ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ｔｈ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１．５ｍｒｅｇａｒｄｌｅｓｓ　ｏｆ　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ｆａｓｔ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ｈａｓ　ｓｔｒｏｎｇ　ａｎｔｉ－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ｒｏｂｏｔ　ｖｉｓｉｏｎ；ｔａｒｇｅｔ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ｎｏｎ－ｍａｘｉｍｕｍ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ｃｉｒｃｌ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ｌｉｎ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２０１４－０５－０６；Ｒｅｖｉｓｅｄ：２０１４－０５－２６；Ａｃｃｅｐｔｅｄ：２０１４－０６－１０；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１４－０６－１８　１０：５５
ＵＲＬ：ｗｗｗ．ｃｎｋｉ．ｎｅｔ／ｋｃｍｓ／ｄｅｔａｉｌ／１０．７５２７／Ｓ１０００－６８９３．２０１４．０１１８．ｈｔｍ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ｓ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３ＣＢ７３３１０３）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Ｔｅｌ．：０４３１－８６１７６５６０　Ｅ－ｍａｉｌ：ｗａｎｇｙｊ＠ｃｉｏｍｐ．ａｃ．ｃ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