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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动化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
五十多年来，自动化技术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众多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
最具代表性的两弹一星的成功发射、载入飞船的顺利返回、嫦娥探月的环绕飞行等充分体现了自动化
技术在国家重大工程应用中的示范作用。
自动化技术也有力地推动着我国整体工业的发展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如集成制造系统的普及推
广使机械加工制造自动化程度达到了更高的水平，服务机器人代替家政进入了家庭，改善了人们的生
活环境，如此等等。
我国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的“两化”融合，实现工业、
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在此进程中，自动化技术起着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
这就迫切需要高等学校自动化专业办学机构和广大教师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如何能够为各行各业输
送大量具有工程实践能力和应用创新能力的工程应用型自动化专业高级技术人才。
在“教育部高等学校自动化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主任委员吴澄院士领导下，针对我国高等教育发
展快、规模大、社会各行各业对工程应用型自动化专业人才需求量大的特点，按照大众化高等教育阶
段分类指导的思想和原则，抓住有利时机，成立了“工程应用型自动化专业课程体系研究与教材建设
委员会”，对工程应用型自动化专业的知识体系、课程体系、能力培养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工程
应用型自动化专业人才培养、教材建设奠定了基础。
工程应用型自动化专业涉及面广、行业多，其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涉及的因素众多复杂，包括如
何结合通识教育，拓宽应用口径、突出专业重心、强化实践教育、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应用创新能力
等，其中构建既不照搬研究型、也不雷同技能训练型的工程应用型自动化专业课程体系，编写一套有
利于促进面向不同行业、应对不同层次问题的工程应用型学生个性发展的一流教材尤为重要，着力培
养学生由解决工程实际问题到提出新问题的探索思维方式，即运用知识的创新能力。
“教育部高等学校自动化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在对工程应用型自动化专业课程体系研究的基础上
，从全国遴选有工程应用背景、有教材编写经验的教授与专家，组织编写了这套工程应用型自动化专
业系列教材，这对工程应用型自动化专业人才的创新能力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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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机器视觉系统的基本组成原理和图像处理基础，重点介绍机器视觉系统涉及的新技术、新方法、
新器件及机器视觉的典型应用案例。
全书共分10章，第1章简要介绍机器视觉技术的基本概念、系统构成以及发展趋势；第2章介绍机器视
觉系统的硬件技术和教学实验设备；第3章介绍机器视觉组态软件XAVIS；第4章介绍图像处理技术；
第5、6章分别介绍机器视觉应用最普遍的尺寸测量技术与缺陷检测技术；第7章介绍模式识别技术；
第8章介绍图像融合技术；第9章介绍基于机器视觉的运动目标跟踪技术；第10章介绍三维重构的初级
视觉理论与方法。
　　《机器视觉技术及应用》重在理论联系实际，在每一章都安排有涉及编者教学科研的典型机器视
觉系统案例或机器视觉实验专题。
《机器视觉技术及应用》主要内容都具有工程应用项目研究的工业实际背景，每章配套的典型案例、
习题和实验均选自工业实际对象，很多来自科研项目研究的实际内容。
配套的教学实验提供了30余种实验案例和200多种机器视觉算法库函数供学生做实验选学，并为乐于动
手的学生提供了自学习实验环节，也为有兴趣深入钻研机器视觉理论的学生介绍了图像融合、视觉跟
踪以及三维重构的新理论和新方法。
.，　　《机器视觉技术及应用》既可作为大专院校自动化、计算机、电气工程、机电一体化等专业的
教材，也适用于从事测量、检测、控制及机器视觉等系统研究、设计和开发的科研与工程技术人员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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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1.2 机器视觉技术的应用机器视觉技术正在被广泛地应用于各种生产活动，可以说需要人类视
觉的场合几乎都有机器视觉的应用，特别是在许多人类视觉无法感知的场合，如在精确定量感知、高
速检测判定、危险场景感知和不可见物体感知等情况下，机器视觉技术更显示出其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
机器视觉技术的应用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在工业检测中的应用工业检测是指在工业生产中运用一定的测试技术和手段对生产环境、工况、产
品等进行测试和检验，其检测结果是对生产过程进行控制的重要指标，直接影响着生产效率和质量。
在现代自动化大生产中，视觉检测往往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如汽车零件结构尺寸、药品包装正误、IC字符印刷质量、电路板焊接好坏等，都需要工人通过卡尺、
量规或者显微镜等工具进行观测检验。
人工检测的弊端很多，主要体现在以下6个方面。
（1）人工检测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
（2）人工检测没有严格统一的质量标准，直接影响产品的检验一致性。
（3）在一些高速的生产环节，人工检测无法实现实时全检，只能对部分产品进行抽检。
（4）在高精度检测要求下，人工检测很难达到精度要求，而且检测成本居高不下。
（5）在某些高温或有毒生产现场，无法通过人工方式对产品质量进行检测。
（6）人工检测的数据无法及时准确地纳入质量管理系统，不利于测控管系统集成。
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和进步，特别是在一些高精度加工产业，传统的检测手段已远远不能满足生产的
需要。
机器视觉技术则因其具备在线检测、实时分析、实时控制的能力以及高效、经济、灵活的优点，成为
现代检测技术中一种重要的技术手段。
机器视觉技术在微尺寸、大尺寸、复杂结构尺寸和异型曲面尺寸检测中具有突出的优势和特点：对于
微尺寸测量，机器视觉技术不仅具有非接触的特点，还可以通过调节摄像系统的分辨率和放大倍数方
便地实现不同测量范围的高精度测量；对于大尺寸测量，机器视觉技术可以通过拼接零件不同部位的
图像，分析得到零件的完整结构尺寸；对于复杂结构零件（如齿轮、螺纹、凸轮等）测量，机器视觉
技术只需要一幅或多幅图像就可以获得复杂结构的轮廓信息。
机器视觉工业检测就其检测性质和应用范围而言，分为定量检测和定性检测两大类，每类又分为不同
的子类。
除了对各种零件几何尺寸的测量，机器视觉技术在工业在线检测的应用还包括印制电路板检查、钢板
表面自动探伤、大型工件平行度和垂直度测量、容器容积或杂质检测、机器零件的自动识别和分类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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