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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一套基于TMS320DM642的视频拼接系统，对视频拼接技术、系统的硬件资源选择和工作流程等关键问题进行 了详 

细的讨论。实验结果表 明，视 频拼接 系统可 以获得 一个满足要求的高分 辨率 、无缝且大视场 图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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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presents a video mosaics system based on TMS320DM642，the key problems such as video mosaic。selec． 

tion of hardware resources．working routine and etc are discussed in detail．Test results show that tIle system can accurately finish 

the seamless mosaic of ovedapped images to obtain a satisfactory image with hish resolution an d a seamless an d wide field of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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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视频图像在信息表达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随着 

信息技术的发展，有关视频图像的研究和应用也迅速发 

展起来，如网络电视、可视电话、视频会议、虚拟现实等。 

由于单个摄像头获得的场景小于需要的场景，采用鱼眼 

镜头虽然可以满足视场角的需要 ，但会造成图像畸变，由 

此提出了视频拼接技术。视频拼接技术是将视频序列中 

的一系列低分辨率帧拼接为一幅高分辨率图像。也就是 

把不同的图像配准成一个无缝的大视场图像。视频拼接 

技术是将图像拼接算法应用于视频序列拼接 ，该技术不 

同于基于图像拼接的虚拟全景技术和基于云台的视频监 

控技术，同时又吸收了两者的优点。视频拼接的全景图像 

是实时的，比基于图像拼接的虚拟全景技术有了进一步 

的提高；与带云台的全方位的视频监控相比，不需要云台 

而可以全方位地浏览实时的视频画面，基于云台的摄像 

头在观看时只能同时由一个人控制摄像头，而全方位的 

视频拼接监控可以同时让许多观察者独立观看 自己感兴 

趣的部分。视频图像的每一帧仅含有场景的一部分，很多 

情况下希望能在一副图像上看到整个完整的场景，视频 

拼接技术可以自动完成视频图像的拼接，最终得到一副 

全景图，与全景摄像镜头相比具有快速高效 ，成本低 ，质 

量高的特点。因此具有重要的发展意义和多种用途。如用 

于建造虚拟环境【11、高分辨率图像【2．3】、视频检索闱、视频监 

控和网上购物[51等多种用途。目前，视频拼接技术方面的 

文章并不多，其中还有一些只是对视频序列进行非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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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接 ，因此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视频拼接是非常重要的。 

2 视频拼接的技术方案及其发展现状 

视频拼接系统通常由多个传感器、硬件处理系统和 

显示系统组成，其结构图如图 1所示。 

场景 

— 光学系统A 图像传感器A} 图像 图像 
处理  ̂显示 ‘ 、／ 

—  光学系统B 图像传感器B} 系统 系统 

图 1 视频拼接系统的总体结构 

目前，为调整视场和图像分辨率之间的矛盾 ，可通过 

多种方法来实现大视场。其中，主要有镜头的拼接，CCD 

的物理拼接以及对视频图像的拼接。在对视频图像的拼 

接技术中，有针对数码相机的拼接技术，还有采用采集卡 

和计算机配套的拼接系统等多种方式。前者有使用灵活， 

拼接效果好等优点，但却不能用于具有实时要求的工程 

中；后者工作稳定，但系统庞大，无法便携。在视频拼接系 

统中都是采用图像拼接的算法，为保证实时性的要求 ，通 

常不能采用复杂的算法 ，只能选择比较简单的算法，因 

此，可能造成拼接图像质量的下降，这是目前一个需要解 

决的问题。作者提出了一种基于数字信号处理器的视频 

拼接方法，充分利用数字信号处理器的强大的计算能力 

和高速的特点，实现视频图像的实时拼接，同时具有功耗 

小、可以连续工作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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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 TMS32ODM642的实时图像拼 

接系统 

本系统主要分为 3个部分，它们分别为图像采集模 

块、图像处理模块和图像显示模块。其系统原理框图如图 

2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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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 于TMS320DM642的视频拼接 系统 

现在分别讨论以上 3个模块。 

3．1 图像采集模块 

本系统采用 ，I1公司的解码芯片TVP5150，它具有集 

成度高，适应性强等特点，可以对 PAIVNTSC／SECAM 各 

制式 自动识别、切换 、配置对应寄存器位，DSP处理器可 

以通过 I2C对其进行设置，可以采用 AVID设置任意大小 

的视频图像输出。 

3．2 图像处理模块 

TMS320DM642的外部存储器接口 EMIF分为 4个 

存储映射空间(CEO-CE3)。CE0映射空间挂接系统采集 

图像数据的缓存区SDRAM；CE1空间挂接系统的外部程 

序存储器 nASH，系统的代码固化在闪烁存储器 FLASH 

中，采用一片 8 MB 8 bit的 AM29LV64JDMT，8 MB地址空 

间需要占用 23根地址线，但是 DM642只能提供 20根 

地址线(1 MB地址范围)，所以将 nASH分为 8页 ，每页 

1 MB，FLASH上的高位地址用来分页地址选择 ，连接到 

CPLD上，由CPI 控制分页选择。 

3．3 图像显示模块 

图像 显示 由 Philips公司的 SAA7105进行 D／A转 

换。首先由 TMS320DM642的视频输出口VP2的缓冲器 

接收来自DM642的已经处理过的视频数据 ，同时将 FI— 

FO中上一次接收的数据送入 DAC进行数模转换 ，再由 

合成器加入视频同步及消隐信号合成为标准的模拟视 

频。DM642这时可以通过 I2C总线配置 SAA7105内部寄 

存器，实现本地视频播放。 

4 实验结果 

为验证设计系统的能力和有效性，采用简单有效的 

相位相关算法阎对两个成像子系统 I，II获得的重叠图像 

进行拼接 ，下面给出实验及结果。 

实验 ：如图3所示 ，图像 3a和 3b分别为成像子系统 

I，II拍摄图像中的一帧。可以看到由于光照的影响，图 

像 3a和 3b有明暗差异，但是并不影响图像配准的正确 

性。经过配准后，获得两幅图像的平移量为(5，159)，旋转 

为 1．5。。采用渐入渐出的方法拼接后，可以得到一幅大场 

景图像 ，图像拼接结果如图 3c所示 。 

一 一  
(a)子系统 I图像 (b)子系统II图像 

(c)拼接后的图像 

图3 原始 图像和 实验 的处理结果 

5 结束语 

TMS320DM642工作主频最高可达到600 MHz，非常 

适合构建视频系统 ，且设计结构紧凑。对系统的硬件资源 

选择、工作流程等关键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实验结果 

表明视场拼接系统可以准确地获得一个满足要求的高分 

辨率、无缝且大视场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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