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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核函数理论与信号处理》主要对机器学习问题、核函数方法、支持向量机等内容进行探讨和分析，
构建不同的支持向量机模型，将其应用于海色遥感、时间序列预测、交通流、点云建模等领域，理论
分析和实验结果验证了可行性和有效性，表明其特别适合于小样本、非线性、受干扰的信号处理。
 
《核函数理论与信号处理》可供机械电子、信号处理等相关专业的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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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数据平滑处理 受仪器精度、测量误差和人为因素等条件影响，采样点中的部分数
据可能与扫描物体对应位置存在偏差，形成疵点。
这些点属于带噪数据，将直接影响重建曲面的质量。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通常需要采用数据平滑技术。
常用的方法有标准高斯法、平均滤波法等。
其中，高斯滤波法能较好地保持原数据的形貌，中值滤波法则在消除数据的毛刺方面效果较好。
数据平滑对滤除噪声数据有一定的正面作用，但负面效应是会破坏数据的尖锐性，使边缘失去锐化效
果，给特征点鉴别的后续工作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应慎重使用。
 4.特征提取 复杂的物体通常可以用一组由特征线分割的曲面片来表达，这些特征线构成的特征量非常
重要，在补洞或曲面重建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特征量可以作为网格构造和数据分解时的输入。
 从本质上讲，前面的简化采样已具有特征提取的作用，只不过它的规则相对简单，只是为了减少庞大
的点云数据集而做的一些简单处理。
对基于点的点云处理技术而言，特征的提取主要集中于特征线或称特征轮廓的提取。
Pauly指出：特征线近似沿着最大形变的脊线走，通过估计曲面变分可捕捉到特征线。
当然，这只是理论上成立，实际工作中，由于被测曲面处于未知状态，特征线的提取仍然是基于启发
式技巧，操作起来难度比较大。
 目前对基于特征线的特征提取算法有少量的研究报道，Choi、Gumhold、Pauly等研究人员对此作了较
深入的研究。
 Choi的PowerCrust算法通过将几何特征附近的曲面延展并计算交线，从而获得尖锐边缘特征和角特征
，但该方法对噪声敏感，性能不太稳定；Gumhold用椭球对采样点周围的邻域点进行拟合，获得曲面
曲率和最大张角的近似值，并以它们为标准设定阈值，描述点云数据中的点属于某个特征的程度，这
种方法可描述并提取若干种特征，如边缘的折痕、圆特征、环特征、角特征等，对噪声不敏感，稳定
性较好，但对精度和光顺度的控制较为困难；Pauly采用协方差分析方法，以最小生成树为节点，
将Gumhold的方法扩展到基于多尺度的特征分类，进一步支持噪声曲面的特征提取，利用主动蛇模型
生成光滑的特征线，光滑度的控制变得容易，它的自动化程度较高，但稳定性不易保证；彭林法把点
云按残缺的位置和特征进行分类，并利用规则曲面重构、不规则NURBS曲面拟合以及神经网络曲面构
造相结合的方法，提出了一种针对残缺点云建模算法，工程实践表明该方法简单实用，生成的曲
面CAD模型满足曲面连续性和光顺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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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核函数理论与信号处理》可作为相关专业的人员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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