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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IMG红外图像的编码破解与格式转换

陈 　英 ,付冬梅 ,罗德贵
(北京科技大学信息学院 ,北京 100083)

摘　要 :红外热像仪常见的图像格式为 IMG,其编码规则有别于通常意义下的 IMG图像 ,经研

究发现 :图像文件中保存每个像素点信息的数据 (本文中称其为像素值 )是随着该点的实际温

度值单调递增的 :利用神经网络得出像素点的实际温度与像素值间的函数关系 ,仿真误差低于

0. 0001;据此构造温度值与灰度色彩的非线性关系 ,本文最后根据 BMP图的编码规则 ,将红外

热图转换成 W indows下通用的图像格式 ,从而突破了热像仪器配套软件的禁锢 ,又可以得到图

像最原始的温度信息 ,为进一步的红外图像处理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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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coding and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IM G Infrared Image

CHEN Ying, FU Dong2mei, LUO De2gui

(Beij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Information College,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IMG is a common image format used by various infrared thermographs, and its coding is different from the

op tical IMG imge. It is p roved by the research that the decimal data of each p ixel in the infrared image file increases

by degrees monotonously as the temperature of the p ixel rises. U sing A 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to simulate the general

function relation between the decimal data and temperature of p ixel, its error is less than 0. 0001. Constructing the

non2linear function between temperature and gray value according to this function, based on the coding rule of BMP

this article transformed the infrared image into BMP which is the most common image format underW indows operating

system, thereby the image can be recurred without the costly software which is especially made by the thermograh

manufacturer, and som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image can be acquired. A ll the research results in this article will

be useful for the further infrared image p 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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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红外热像仪是接收被测目标的红外辐射信号或

辐射能 ,将其转换成红外热像图的装置。目前市面

上常用的红外热像仪 ,存在着这样一些缺点 :

1)红外热图的图像格式通常是由经营红外热

像仪的厂家或商家为仪器专门制订的 [ 1 ] ,文件格式

比较特殊 ,必须借助随机附带的图像处理软件才能

被计算机查看或处理。这些软件不仅价格昂贵 ,对

软件操作平台和微机设置也有特殊的要求 ;

2)随机销售的图像处理软件价格昂贵 ,处理功

能仅能满足大多数用户的普通需求 ,而且软件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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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图像信息也非常有限 ,不具有二次开发的条

件 :例如目前较为常用的一款红外热像仪 ,它的配套

软件仅仅能对图像进行区域最高、最低、平均温度自

动分析 ,以及点温、线温和等温这些定性分析 ,当涉

及红外辐射温度场的分布以及各点温度变化的全部

细节等诸如此类的量化分析时 ,仪器专用的图像处

理软件则难以满足需要 ;

3)通过专用图像处理软件得到的红外图像 ,由

于后期人为的进行了插值、着色以及去噪 ,虽然增强

了图像的美观性和可视性 ,但同时也削弱了图像的

真实性。

对想要进行复杂、深入的图像处理和数据分析

的用户来说 ,上述问题成为研究过程中的瓶颈 ;本文

主要以 Agema550为研究对象 ,探索了一套解决此

类问题的可行性方法。

2　 IMG红外图像的编码解析

本文研究的红外热像仪均采用 320 ×240点像

素的焦平面阵列探测器 ,温度灵敏度优于 0. 1℃。

该仪器在成像时 ,其光学成像电采样系统是从左到

右、由上至下对景物依次进行扫描探测 ,将景物分解

成一个个像元 ,并将被测目标的热像性质、程度和位

置的像元依次摄入 ,经由红外探测器进行辐射能转

换 ,产生与目标变化相对应的信号电流 ,最后进行数

字化显示 ,显示方式采用彩色或黑白显示。由于红

外辐射是看不见的热线 ,所以彩色显示并非真实地

反映被摄物的自然色彩 ,而是热像图中同一个信号

电平的模拟 ,这里的彩色显示实际是采用等密度分

层的“伪彩色 ”处理 [ 3 ]。

利用 W lNHEX软件查看红外热图的二进制数

据以及相关图像信息可知 :其文件大小均为 151kB,

图像阵列为 320 ×240 (像素点 ) ,存储格式是这种文

件格式沿用了普通光学图片 IMG图像格式的一些

编码特性 ,同时又有其特殊性。图像文件头为 1080

字节 ,自 1081字节起始 ,到图像文件末尾 ,文件保存

的是整个图像点阵列数据 ;每一个像素点的信息由

两个字节保存 ,由于像素点的数据信息是由红外热

辐射能转换而来的 ,故初步断定对应像素点的两个

字节记录的像素值与对应的温度值之间存在着某种

特定的函数关系。以此推断为基础 ,下面给出解读

IMG编码规则的流程图 :

截取热图文件的图像数据

(153600Bytes)

↓
在 VB环境中以储存像素点信息的两字节为一个单

位 ,将其转换成十进制数据 ,保存为 txt文件中

↓
搜索数据中的最大、最小值 ,以此得到像素值分布的区间。在区间
上取等间隔的四十个样本数据 ,通过图像阵列排布的位置偏移量 ,
计算出各样本点在图像中的坐标位置 ,利用其专用的软件找到样
本点的温度值

↓
描绘像素值与温度值的关系曲线 ,在 Matlab编写

BP神经网络程序 ,对其关系进行数学建模

图 1　解读 IMG图像格式的流程图

　　在 Matlab环境下构造一个有两个神经元的 BP

神经网络 ,结构如下 :

图 2　BP神经网络

　　图 2中 x为像素值 (输入 ) ; y为温度值 (输出 ) ;

w11、w12、w21、w22为权值 ; b1、b2、b3 为阈值 ;选用的网

络响应函数为 : f = 1 - e - 2x /1 + e - 2x。仿真结果如图

3和图 4,其中 x、y经过归一化处理。
Function App roximation

像素值

图 3　样本训练

　　　　　　　　像素值　　　 　　　×104

图 4　样本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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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中用选取的二十个样本点训练网络 ,曲线

为仿真曲线 ,小叉代表样本点 ;图 4中取剩余的二十

个样本点对仿真曲线进行检验 ,圆点表示检验样本

点 ,小圆圈是根据网络计算的检验样本数据 ;仿真结

果 : w11 = - 7. 6964、w12 = 0. 2782、w21 = 3. 4536、w22 =

1. 9941、b1 = 4. 4743、b2 = - 1. 4503、b3 = - 0. 6122:

由误差低于 0. 0001可知仿真结果精确地表述了 x

和 y的函数关系。

3　BMP图像格式编码规则

BMP文件格式是 W indows操作系统的标准文

件格式 ,表 1说明了一个典型 BMP文件的结构 [ 4 ]。

表 1　BMP编码格式

类型 大小 内　容

图像文件头

1字节 位图文件的类型 ,必须为 BM

2字节 位图文件的大小 ,以字节为单位

1字节 位图文件保留字 ,必须为 0

1字节 位图文件保留字 ,必须为 0

2字节
位图阵列的起始位置 ,以相对于位图文

件头的偏移量表示 ,以字节为单位

图像信息头

2字节 bm i Header的长度 ,以字节为单位

2字节 位图的宽度 ,以像素为单位

2字节 位图的宽度 ,以像素为单位

1字节 目标设备的级别 ,必须为 1

1字节
每个像素所需的位数 ,必须是 1 (单色 )、
4 (16色 )、8 ( 256色 )或 24 (真彩色 )之
一

2字节 位图的大小 ,以字节为单位

2字节
位图的目标设备水平分辨率 ,以每米像
素数为单位

2字节
位图的目标设备水平分辨率 ,以每米像
素数为单位

2字节 位图实际使用的颜色表中的颜色变址数

2字节 位图显示过程中被认为重要颜色变址数

调针对板数据

1字节 蓝色分量

1字节 绿色分量

1字节 红色分量

1字节 填充符 (设置为 0)

图像数据
大小取决于压缩方法及图像的尺寸和图
像的位深度 ,包含所有的位图数据字节

　　对于一个 256色的图像来说 ,它的调色板共有

256个表项。每个像素占用文件中位图数据部分的

一个字节 ,像素的值不是 RGB颜色值 ,而是文件中

彩色表的一个索引。就本文而言 ,虽然使用了 256

色调色板 ,但实际上保存的是 256级灰度的 RGB

值。

4　 IMG红外热图的格式转换

利用仿真得出的 x与 y (也即像素值与温度值 )

的函数关系 ,在 VB环境下将 IMG热图文件中各点

像素值转换成对应的温度值 ,保存在原 IMG文件

中 ,以此作为还原红外图像的基础。本文选择 BMP

作为红外热图的通用图像格式有以下几点原因 :

1) 由于在 W indows下 , BMP图是可以识别的

图像格式 ,所以比较通用 ;

2) IMG红外热图的成像格式是点阵列扫描 ,这

类似于位图 BMP的成像方式 ,并且它们都是非压缩

文件 ,能够直接进行相互转换。

另外 ,由于整幅红外图像的温度信息常是研究

的一个重点 ,因此将其按照原点阵列的排布顺序将

温度值另存在 txt文件中 ,方便随时取用。

4. 1　创建 BMP图像

创建 BMP图像的整个过程是在 VB环境下编

程实现的。规定 BMP图像的大小为 320 ×240个像

素点 ,与 IMG红外图像保持一致 ,便于点对点做温

度值向灰度值的转换 ;

本文选用灰度图来重现原红外图 ,通过灰度级

明暗的调节来凸现温度图像上的温差 ,为尽量突出

图像中的细节信息 ,在不影响存储量前提下 ,将灰度

级设计到饱和状态 ,故 BMP头文件中调色板共有

256个表项 ;由于本文中生成的图像格式固定 ,文件

头相同 ,故编写一个模块在程序中专门生成 BMP文

件头 ,供创建 BMP图像时调用 ,形式参数为生成文

件的地址 ;图像文件头大小为 1078字节 ,至第 1079

字节开始至文件的结尾 ,保存的是图像数据 ;其中每

个像素点只占用一个字节 ,保存的数据为该点对应

的灰度值在调色板中的位置号 ,这一灰度值是通过

该点温度值向灰度值做非线性变换映射得到的。

4. 2　BMP图像非线形灰度变换

通过对研究对象的分析 ,所选例图的温度阈为 ;

- 1. 3～45. 1℃,对应了 0～255的灰度级 ,通过非线

形变 [ 5 ]将像素点对应的温度值映射到灰度值上 ,在

温度阈上先后设置了一个、两个或三个阈值 ,将其分

别分为 2、3或 4段温度阈 ,程序中还可动态的调节

各分段温度阈的大小 ,力求使生成的灰度图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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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温度值与灰度值之间的映射关系可用如下公

式表示 ,其中 i为温度阈值个数 , w代表温度阈值大

小 , x为温度值 , f ( x)为灰度值 :

当 i = 1时 :

f (x) =

127 ×x +127 ×1. 3
w1 +1. 3

　　　　 - 1. 3Φ x <w1

128 ×x +255 ×45. 1 - 255 ×w1
45. 1 - w1

w1Φ x <45. 1

　　当 i = 2时 :

f (x) =

85 ×x +85 ×1. 3
w1 +1. 3

　　　　 - 1. 3Φ x <w1

85 ×x +85 ×w2 - 170 ×w1
w2 - w1

w1Φ x <w2

85 ×x +170 ×45. 1 - 255 ×w2
45. 1 - w2

w2Φ x <45. 1

　　当 i = 3时 :

f (x) =

64 ×x +64 ×1. 3
w1 +1. 3

　　　　 - 1. 3Φ x <w1

64 ×x +64 ×w2 - 128 ×w1
w2 - w1

w1Φ x <w2

64 ×x +128 ×w3 - 192 ×w2
w3 - w2

w2Φ x <w3

63 ×x +192 ×45. 1 - 255 ×w3
45. 1 - w3

w3Φ xΦ 45. 1

　　分别在阈值个数为 1、2、3的三种情况下 ,动态

的调节各分段阈值 ,得出的效果最好的图像分别如

下 :

( a)单阈值灰度图　　　　　　 ( c)三阈值灰度图　

　( b)双阈值灰度图　　　　　　　 ( d)原灰度图　　　

图 5

　　从以上实验结果显示 ,当选取的阈值数为 1时 ,

效果非常不理想 ;当阈值个数为 2时 ,图像的一些细

节信息得到增强 ,可以看到杯子下面的桌子一角以

及墙角等细节 ;当阈值为 3时 ,图像部分信息得到增

强 ,但是细节信息如背景则被隐藏掉 ,此时的效果与

原始灰度图 (也即原图像处理软件得到的图像 )很

相近 ,事实上这种图像效果可以利用双阈值实现。

由此得出结论 :本文中在进行图像转换时 ,在温度阈

上选取双阈值即可使转换的图像效果良好。

5　总结与讨论

红外热图的图像格式由于其特殊性、难于通用

以及不利于进行二次开发等诸多因素 ,困扰着许多

进行红外图像处理研究的人士。针对市面上几款较

为流行的红外热像仪 ,本文寻找到了一种切实可行

的方法 ,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总结其优缺点如下 :

1)运用 MATLAB仿真了温度值与像素值的对

应关系 ,从而能非常方便的获取原红外图像文件的

全部温度信息 ;

2)由于市面上购买的红外热像仪 ,本身仪器价

格就很昂贵 ,而其配套的图像处理软件价格更成为

购买者的一种额外负担 ,摆脱对仪器配套软件的依

赖性成为一种迫切需求 ,本文恰恰满足了这种要求 ,

同时还能根据需要对图像进行二次开发 ,不会受到

任何干扰 ;

3)利用本文所描述的方法 ,能够很好地重现原

灰度图 ,更可以显示在原始图像中被屏蔽掉的信息 ,

使图像信息更为丰富。

当然本研究工作并未结束 ,随着研究的深入 ,红

外图像的伪彩色图将会取代现阶段的灰度图 ,以求

达到更好的图像显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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