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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模糊数学理论诞生于 1965 年，近年来有关该理论的研究数量和研究质量一再提

高，模糊数学在买际应用领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模糊数学的研究包括了统计

数学和经典数学的关系、模糊语言和模糊控制的研究以及模糊数学在社会学科

和自然学科中的广泛应用。本文对模糊数学理论进行了简单的了解，并对模糊

数学在图像处理中的应用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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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数学理论于 1965 年提出，它是对模糊性现象进行研究和处理的方法和

理论，模糊数学理论的基本概念是模糊集合。近年来，关于模糊数学理论的研

究进一步加深，模糊技术在众多领域得到了应用。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是借用

计算机的识别和运算功能来进行图像的处理，在图像处理的过程中也会用到模

糊数学理论，简化图像处理和调整的方法，提高图像处理的准确度和精确度。

1  模糊数学理论概述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用到高个、胖子、年轻、漂亮热、善、好等形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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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词语只是对事物的大致描述，边界比较模糊，在范围上不能进行明确的界定，

这就和模糊数学理论相关。模糊数学理论就是对模糊性现象进行分析和研究的

方法和理论，该理论要重点把握模糊数学和随机数学以及精确数学之间的关系，

对模糊性现象进行界定。因此，不仅生活中的模糊性现象比较多，工作中还会

有许多模糊的问题，比如在确定水是否烧开的时候要对水的状态和温度进行确

定，但是由于模糊性，水的温度和状态都不能进行明确的界定，需要运用模糊

数学理论来分析和解决问题。近年来，模糊数学理论在模糊识别与控制、模糊

评判、系统理论、医学、信息检索以及生物学方面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计

算机领域是模糊数学的重点研究领域。模糊数学理论可以解决计算机过于精确

化的问题，帮助计算机对模糊信息进行敏捷和灵活的处理。

2  模糊数学理论在图像处理中的应用分析

图像处理是利用计算机来进行图像的编码、图像数字化、图像分割、图像增强、

图像分析和图像复原，虽然图像处理可以通过模拟技术和光学方法实现，但是图

像数字处理技术具有方便性和灵活性，数字图像处理技术得到了重要的应用。在

用计算机进行图像处理的过程中，要对图像的清晰度、对比度和图像颜色进行处理，

对图像的蓝、黄、红三大基色进行模糊的调动和处理，提高图像处理的质量。

模糊数学理论对图像融合的作用。图像融合是提取有利信息来进行高质量图像

的综合，提高原始图像的光谱分辨率和空间分辨率，提高计算机对原始图像信息的

利用。传统的计算机图像融合方法是对两张图像的简单重叠，图像融合的准确性较

低，模糊数学理论在图像处理中的应用就可以避免图像融合准确性较低的问题，图

像经过处理之后的偏差率比较小。在图像融合的过程中，图像像素值会有一定程度

的灰度值，图像的变化主要是由这些灰度值来决定的，如果灰度值达到了一定的程

度，图像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通过对灰度值和图像的关系分析可以发现，灰度值

的变化影响着图像的变化以及图像效果的变化。因此，在利用计算机对图像融合处

理的过程中，可以利用模糊理论，对灰度值与图像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进行快速的

推断。计算机的运算能力和图像处理能力是非常强大的，通过对模糊数学理论的应

用可以较快速的得到图像变化的范围和结果，实现图像融合的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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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数学理论对图像调整的作用。图像调整一般都是对图像颜色的调整，

通过不同的颜色来实现不同的视觉效果和应用效果，图像颜色调整可以通过对

比度的调整来实现。图像效果有现代、古典、哥伦风、经典影楼以及其他效果，

在利用计算机进行图像调整的过程中需要对图像颜色值进行调整，实现图像调

整的最佳效果。但是在图像处理的过程中会有一些较为特殊的图像处理，在灰

度值较大的图像调整和处理中，要首先对图像的灰度边缘进行调整，增加图像

的灰度值，通过对比来进行图像效果的分析。如果图像的灰度值确定，可以通

过灰度值的计算来掌握最大灰度值的计算，实现图像的对比调整。模糊数学在

图像调整的过程中就是对对象对比度和图像颜色值的调整，由于图像处理效果

没有明确的界定，处理人员可以通过模糊的调整来实现不同的图像处理效果。

模糊数学理论在其他图像处理中的应用。除了图像融合和图像调整，图像

融合还包括了图像数字化、图像编码、图像分割和图像增强等，模糊数学理论

在这些图像处理中的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图像增强是指使图像变得更为清晰，

使图像满足人们使用和计算机的要求。图像增强包括了边缘锐化、伪彩色处理

和干扰抑制等，图像增强不需要保持原图像的色彩和强度，因此图像处理人员

可以采用模糊数学理论来进行图像的增强。而图像分析是指对图像的数据信息

以及度量进行抽取，得到图像的数值结果，对图像内容进行相关的描述，实现

对图像信息的深度把握，图像分析只是对图像数值的简单抽取，处理人员可以

利用模糊数学理论来解决图像分析和图像分割过程中的各种模糊问题，实现较

好的图像处理效果，实现图像的增强和复合，解决图像处理中各种模糊问题。

3  结论

模糊数学理论于上世纪的 60 年代提出，近年来在机械、化工、生物、医学以

及计算机领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解决了各种模糊性的难题。图像处理包括了图

像数字化、图像分割、图像融合、图像增强以及图像分析，模糊数学理论可以对

图像灰度值的变化范围进行分析和把握，解决灰度值变化和图像色彩变化之间的

关系问题，通过采取合适的灰度值来实现较好的图像处理效果。因此，模糊数学

理论可以有效的解决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种模糊难题，实现问题的最佳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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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Fuzzy Mathematics Theory in 
Image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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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uzzy mathematics theory was born in 165 years. In recent years, 

the research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this theory have been improved again and 

again, and fuzzy mathematics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the field of purchasers’ 

application. The research of fuzzy mathematics includ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istical mathematics and classical mathematics, fuzzy language and 

fuzzy control, and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fuzzy mathematics in social sciences 

and natural sciences. In this paper, the theory of fuzzy mathematics is briefly 

understood, and the application of fuzzy mathematics in image processing is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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