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图像像识识别别、、图图像像解解析析、、图图像像生生成成、、图图像像检检索索、、图图像像处处理理技技术术的的开开发发  

由于数码相机、手机得以普及，并逐渐趋于高级化，所以社会上充斥着各种图像，个人也能拍摄、

持有大量的图像。 

只因图像泛滥，该研究室就以增大的图像为研究对象，通过图像识别、图像解析、图像生成、图

像检索等，用计算机开发更接近人类感觉的图像处理技术。 

人们看到某个图像，能够理解该图像中包含的各种信息，感受该图像的特点。比如可以知道图像

中的风景是哪个地方，是拍摄的什么人，图像中写了什么文字。 

像这样用计算机处理人类可以从图像中获得的理解、认识是该研究室的主要研究课题，为了构建

这样的应用系统，该研究室还从事相关的基础研究，比如针对某个图像，从图像中提取某些特征量，

剪切、识别、认识图像中包含的对象，分析图像中的各种特征。根据这些研究，他们以从图像获取的

信息为基础生成图像，或者利用图像，实现计算机（假想空间）和人类（现实空间）之间的无缝互动。 

通过推进这个研究，在社会所有场合能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便利、顺畅。比如通过提取、识别图像

中的文字部分，对提取图像中的重要信息、粘贴用于图像检索的图像标签、辅助理解场景都很有帮忙。 

如果能够实现这些功能，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场景中，比如在旅游时，从手机拍摄的街道风景中提

取文字，翻译比较难理解的当地语言，理解其意思，从这些字里行间提取导航信息，以了解自己现在

身在何处等等，这个系统只要有一部手机和一台数码相机，就能去世界任何地方旅游。 

该研究室还以图像数据的直观检索为目的，根据人类的视觉特性，研究采用图像整体颜色分布的

图像区域分割法和基于认知心理学的图像检索界面。此外在和企业的共同研究中，该研究室开发了图

像处理技术，在工厂生产线上等用来替代人工目测进行产品的最终检查。    

像这样该研究室致力于图像识别、解析、生成、检索、处理技术等开发，在可以广泛活用这些技

术的领域，向着实用化推进相关的研究。 

 

 

还还能能从从劣劣化化的的图图像像中中提提取取并并识识别别文文字字  

该研究室以前在研究提取、识别文字时，主要是对照印刷文件及固定格式所手写的文字进行研究，

关于摄影条件与对象文字，现在转向以拍摄图像中的文字为对象进行研究，而不设定限制条件。 

该研究室并不只局限于研究单从清晰度较低的图像中提取文字的技术，还针对文字的提取、识别

处理，研究不易受恶劣条件的天气、照明、阴影变化等影响的处理方法。 

此外除了图像解析，在思考接近人类知觉

信息处理的图像区域分割法时，为了整理、检

索图像，该研究室还很关注相关工具的制作，

用于比较图像之间的类似性，以便有利于检索。

在目前可利用的图像检索中，一般情况下是采

用图像附带的关键字进行检索，如果能够活用

这个研究成果，就能从图像本身的颜色、形状

等进行检索。比如从画稿所绘图像中能够检索

出画稿对应的图像的话，检索就会更加方便，

检索效率也会提高。该研究室就是研究、制作

像这种能够直观、迅速地检索图像的工具。 

 

 

三三维维模模式式检检索索  

今后该研究室在研究提高现行图像识别、

图像解析精度的同时，还计划开展三维模式检

索的研究。 

现如今自己可以制作 CG 等映像，之后这

种趋势还会继续增强，虽然和现行图像情况相

同，但在不久的未来，也能适用于三维模式检

索吧。因此为了重新利用三维模式，创造能够

更加轻易制作映像

的环境，该研究室还

展开了相关的研究，

调查用于三维模式

检索的三维模式解

说符及模式之间的

类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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