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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 j一种计算机处理天空亮度分布图象数字化再现技术。应用谊 

处理程序可以十分方便而准确地数字化再现天空亮度分布，从而能更准确可靠曲 

研 究天空亮度分布。 

关键诃 天空亮度分布，C语言，图象数字化 

中图法分类号 O如2．2 

一 般而言，目前对天空亮度分布的测量研究方法有二种[“，一种是用鱼眼镜头对特定的 

天空拍照，同时用亮度计对当时特殊位置的亮度进行测定，然后用计算机图象数字化系统将 

胶片上灰度模拟成效字信号进行处理，以达到研究天空亮度分布规律的目的。另一种则是利 

用天空扫描亮度计对天空定点进行扫描测量亮度0]， 达到研究天空亮度分布的 目的。由于 

天空亮度分布随时间变化快．因此，就瞬时测量天空亮度分布以及包含尽量多的天空亮度信 

息而言，前者优于后者。但前者的弱点是后期的计算处理 比较繁难且有一定误差。怎样充分 

利用胶片提供的五万多个亮度信息再现天空亮度分布从而达到研究天空亮度分布规律的 目 

的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利用计算机图象数字化处理系统对天空亮度分布规律进行研究，过去的处理方 

法0 是在一个胶 片所代表的天空亮度分布中选出特定的36×9个节点，主要用 Basic语言程 

序计算出亮度值 ，从而推出其整个天空亮度分布情况，以达 研究和寻找天空亮度分布规律 

的目的。如图l和表l所示。其中图l是根据表l中数据人工插值作图描制的。可以看出，这种情 

况是在再现天空亮度分布状况——天空等亮度曲线时进行了大量的人工插值处理。这样一 

来，且不谈费时费事，尤为严重的是再现天空度分布时降低了精度。再者．在进行天空亮度数 

学模型甸归分析时也表现出数据少而可靠性较低的弱点。同时在作回归处理时 ，选点的随机 

性也受到一定限制，因此有必要作进一步地改进提高。 

由于数据量大，要求处理速度快，我们采用 C语言编程；其次为了提高精度，敦 据的处 

理直接与二进制码打交道。首先用远指针动态的把图形数字化系统处理后的二进制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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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顺序的存入一内存区域 ，然后用置地址标志的办法作数据筛选、寻找等操作，也就是说 

选作再现天空亮度分布用的数据有与胶片上相同的坐标位置和灰度值。另外 ，在程序的调试 

过程中，利用 C语言直接从内存调出二进制码数据与原始数据进行比较，如有差错及时修 

正。这使得整个程序对胶片的灰度值、坐标等作全透明处理。最后利用 C语言作图，将选作 

再现的点极可靠的按样回复于屏上。有了上述二个方面的操作，可以保证数据的存放、选取、 

运算操作，以及标志的设置可靠无疑。而用 Basic语言的程序在运行时不易知道所选数的真 

实度。例如圆心选得是否正确；我们需要的是 ( 瑚)点的灰度值 ，但实际选择时有可能选择 

的是它旁边的( ， )点的灰度值等等，使精度下降。而输出的数据结果又往往显示拍摄天 

空、图象数字化处理和天空亮度再现程序等操作运算环节的总误差，难 分析再现程序带入 

其中的误差大小。而用 C语言所编程序不但把 自身的误差降到允许范围，而且可以把在拍 

摄天空和数字化操作等环节的误差反映出来 ，加 改进，更可靠地再现天空亮度分布。 语 

言所编程序框图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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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天空亮度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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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真实天空作为参考天空的 

实验库选片及亮度点选取程序框图 

用 C语言所编程序对上述同一底片进行处理后得的等亮度由线见图3。在该程序中，其 

等亮度曲线的宽度，我们采用亮度变化在人眼视觉观察不出亮度有所变化范围的原理。例 

如，所选择的亮度值为L，则宽度选为AL=0．02L。 

由于图3是根据天空亮度的实测数据进行处理的 ，因此其可靠性和精度是相当高的。我 

们可蛆业择一张满足CIE推荐标准睛天空条件的胶片进行处理，然后与CIE推荐标准睛天 

空(参考天空)公式r 

!! !盟 一 翌!! ： ! 

(r． (要)．，(要一 )̂ 
‘ 6 

其中 ( r， )为天空亮度 

( )为天顶亮度 ； 

(r)=l—exp(--0．32／sior)； (÷)一0．27385 

，( )=O．虬 + lO=xp(一 3 )+ 0．45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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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天空亮度分布图——改进后的结果 图 4 天空亮度分布图——实验与理论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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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对应曲线进行讨论。结果见图d。从图d可见两者有一致的变化规律和较贴近的曲线形 

状 。因此该程序的结果有较高的精度 

再者，我们采用了c语言编程，使程序的运行速度是Basic语言程序的数十倍，更 一。 

插值作图无法 比拟的。这一点至关重要。在对参考天空进行研究时．目前只有借助于实验天 

空，即把实验天空作为实验室来研究参考天空的亮度分布。而对于中间天空的研究，由于参 

考天空往往是一种平均效应，即实际天空存在所要选择的参考天空的概率是很小的，因此要 

从大量的胶片中进行筛选 。没有速度和精度的保证，则研究工作无法顺利进行下去。如^工 

插值处理一张胶片要效小时 ，那么效百乃至效千张胶片的处理所花时问可以想象是相当巨 

大的；而应用上述程序处理一张胶片只需要效分钟，而且保证了精度 。我们可以在短时问内 

处理成百上千张天空亮度分布胶片。 

最后，该程序的应用还为对选出的有用胶片的天空亮度数值回归奠定了基础。我们可以 

通过该程序对胶 片的天空亮度数据进行模糊随机选点，并利用这上万个点(其选点效应超过 

总有效点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进行数值回归 可以相信其回归的天空亮度公式有相当的代 

表性和可靠性。 

总之，该再现天空亮度分布程序的调试实验成功，将使图象数字化方法研究天空亮度分 

布规律无论在省对省力，还是在精度、可靠性方面都有大幅度的飞跃，这无疑将推动天空亮 

度分布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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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REAPPEARING TECHNIQUE 

OF SKY LUM INANCE DISTRIBUTION w 1TH THE HELP 

0F THE C0M PUTE：R FlGURCAND NUM CRlC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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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 r introd uc~ the new reappear technique of Sky Luminauce distribution 

with th e help of the co m~ ter figure and numerica system． Using this program ，we can obtain the 

quantitative figure of Sky Luminance distribtion much conveniently and accurately SO that studying 

about Sky lumlnauc~distribtuion goes a step fur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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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M NTAL RESEACH 0N TACTlCS 0F 

lNTEM GENT 0PTlM lZATl0N F0R DIAGN0S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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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Deag 

(Faoalty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BS『rRAcT The breakdown model of diesel er1gine is conlnded and classified．The intell-gent 

optimization on tacti~ and mothed  of diagnsls lechnology to diesel engine is discussed．The paper a— 

iLimmes basic structure of expert system ，analies relationship and property of each parameter to diesel 

~ngine，puts forward and discusses typical context tree，certainty factor，regulation and deloyment． 

The pa pe r adopts a great deal of typical parameter and break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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