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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指纹识别是一种生物识别技术，指纹匹配是指纹识别的一个重要过程，如何解决指纹匹配过程中出现的待识别指纹

出现的指纹平移、旋转与挤压引起的形变问题，是本文重要的研究内容。提出了一种基于局部特征点的三角形模型匹配算

法，根据指纹中图像中的细节点，与其相邻的局部细节点构成一个三角形，并引入了它与邻近细节点间的距离、脊线数目作

为判断因素，从而有效解决指纹图像匹配过程中遇到的因平移、旋转与挤压引起形变导致的识别率较低的问题，提高了指

纹识别的精确度和可靠性。最后通过 % 个实验的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算法比另外 " 种算法具有拒识率低、正确识别率高

（正确率达到 HI) H"J ）的特点，即基于三角形局部特征点模型的指纹匹配算法有较好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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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同时，信息安全逐渐成为人

们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生物识别技术是信息安全的

一个重要研究方面，已经日渐成熟，相关的生物识别技

术有：虹膜识别、人脸识别、声音识别、掌纹识别与指纹

识别等。指纹是生物特性的一个典型标识，指纹具有

唯一性与不变性，本文针对指纹识别技术进行深入研

究，提高其精确度与可靠性。

指纹是人体的一种基本特征，指纹具有个体唯一

性，且终生不变的这种特点，因此，用指纹来区分不同

的个体是一种较好的方法，并且是现在广泛应用的生

物识别技术之一。随着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的不断发

展，指纹的自动匹配识别能力的性能已经越来越优良。

指纹识别系统包括原始指纹图像的采集，并将其进行

处理，形成指纹特征数据库；指纹识别技术是指将需要

识别的指纹图像与指纹特征数据库中的图像进行匹配

运算的一种技术。指纹图像的特征匹配是整个指纹识

别系统的核心部分，匹配算法的优良与否直接影响到

指纹识别技术的性能、效率以及可靠性。指纹的匹配

过程中，需要识别的指纹往往会和原始采集的指纹图

像存在一定的不同，尤其是指纹图像的平移、旋转及挤

压受力不同引起的指纹形变。因此，解决指纹匹配过

程中的移动、旋转与形变问题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研究

点。

指纹匹配方法目前最常用的是 QRB 提出的细节点

坐标模型匹配法，对于这一模型的匹配算法也有出现

了 S’-’T9 和 S+:9-/9.T 得出的松弛法点匹配算法［$］，

01’-2 等人提出的利用二维聚类匹配算法［"］，这些算法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指纹移动、旋转或挤压对指纹

识别性能的影响，但是或多或少存在一些不足，本文在

参考朱宁等人［%OI］提出的指纹局部特征多边形细节点

匹配算法，提出了基于三角形局部特征点模型的匹配

算法，使得匹配算法具有更高的可靠性和识别效率，从

而提高指纹识别系统的性能。

$ 指纹细节点

指纹识别系统（NQB=）首先是对原始图像进行采集

分析，构造指纹特征库，其次是将待识别的指纹与其进

行匹配，待匹配的指纹如果与原始指纹特征库匹配吻

合，则待识别的指纹为有效指纹，完成指纹识别，用户

可以进入相关系统对其进行操作，否则，为无效指纹，

拒绝非法用户进入相关系统。自动指纹识别系统流程

图如图 $ 所示。

指纹识别系统中，完成指纹原始图像采集后，此后

较关键的过程便是将待识别的指纹进行指纹匹配。指

纹匹配的方法有 % 类：基于图形图像指纹匹配；基于脊

线结构指纹匹配；基于细节点（ 特征点）的指纹匹配算

! 收稿日期："#$"O$$O$M! ! 网络出版时间："#$%O#%O$M! $%：%D

资助项目：河南省科技项目（5+C $$"G##GP#$%D）

作者简介：袁东锋，男，讲师，研究方向为软件工程、算法与数据挖掘，UO6’4.：<,’-VT/W $M%C >+6

网络出版地址：1;;X：E E YYYC >-Z4C -9; E Z>6: E T9;’4. E P#C $$MPC 5C "#$%#%$MC $%%DC "#$%#"C MHV#$DC 1;6.



法。其中，基于细节点的指纹匹配算法具有简单、快

速、效率高等优点，是较为常用的一种指纹匹配算法。

图 !" 指纹识别流程图

在指纹图像中，末梢点（#$%&’ ’(%$(&）与分叉点

（#$%&’ )$*+,-./$0(）［1］这两种点的特征较为明显，如图 2
所示，末梢点是纹线结束的点；分叉点是由一条纹线突

然分开为二条纹线的点；这两种类型的点在指纹中出

现的机率最大，且有较高的稳定性，而且在指纹图像中

非常易于检测，通过多个这样的细节点，完全能够描述

指纹的唯一性。因此，这两种特殊的点常被用来作为

基于细节点指纹匹配算法的主要比较因素。指纹原始

图像提取到后，对图像进行一系列处理后，将能够得到

指纹中较为清晰的特征点库。每一个特征点都记录了

3 方面重要信息：特征点的位置（!，"）；特征点类型（端

点或末梢点）；点所在脊线的方向角 !，其中 !"［4，

2!］。因待识别的指纹图像往往会与原始指纹存在有

平移、旋转或局部受到挤压引起变形等差异，使得整个

指纹的匹配算法具有一定的复杂性。然而，特征点周

围的脊线或者位置出现的偏差并不影响其周围脊线的

数目和相对角度。因此，可以有效地利用特征点的距

离、脊线数目、方向角等结构建立局部特征向量，有效

地解决指纹图像的平移、旋转及挤压形变问题。

" " " " " （.）末梢点" " " " " " " " " " " （)）分叉点

图 2" 指纹图像中 2 种常用的特征点

2 指纹匹配算法

为了提高指纹匹配过程中对非用户指纹识别的拒

绝速度，并且提高对合法用户指纹的识别准确度，指纹

匹配算法的匹配过程分为两部分，分别是初匹配和再

匹配。初匹配是对指纹的初步简单的一个匹配识别过

程，方法是利用相邻细节点之间的结构关系建立特征

向量集，并与指纹库原始指纹图像的特征向量集进行

快速的比较识别，从而提高对非法指纹的识别拒绝速

度；再匹配是以初匹配为基础，将指纹图像转换为极坐

标系下的指纹图像，使用可变大小限界法判断两点是

否匹配。再匹配过程从全局角度对指纹图像中的特征

点进行再一步的匹配。

25 ! 初匹配

!）建立局部特征向量。将指纹图像进行特征点提

取后，指纹图像就变成了有限个特征点（末梢点和分叉

点）组成的集合。细节点表示为：#$ 6（!$，"$，%$，!$），其

中（!$，"$）表示第 $ 个细节点的位置，%$ 表示第 $ 个细节

点的类型，!$ 表示其方向角并且 !$"［4，2!］。那么，对

于输入的指纹图像则可以提取出其全部的细节点，构

成指纹图像的细节点集合 &’，表示为

&’ 6（（!!，"!，%!，!!），（!2，"2，%2，!2），⋯，

（!$，"$，%$，!$），⋯） （!）

在指纹图像发生了平移、旋转或局部形变的情况

下，只使用特征点的存储信息会有较大的变化，从而影

响匹配的可靠性与精确度。如果加入了相邻细节点的

距离、脊线数与方向角这些判断因素，会对指纹的匹配

过程大幅度地降低误判率，提高可靠性与精确度。因

此，利用相邻特征细节点间的距离、脊线数目与方向角

建立局部特征向量，可以很好地解决指纹图像平移、旋

转与局部形变问题，从而提高指纹识别精确度。

对于每个细节点，取与它相邻的较近的两个细节

点构成一个三角形，结构图如图 3 所示。图中，$ 节点、

( 节点、) 节点构成了一个三角形形状的结构图，*$( 表

示 $ 到 ( 之间的距离，+$(表示 $ 节点与 ( 节点之间的纹

线数；同理，可以用 *$) 表示节点 $ 到节点 ) 之间的距

离，+$)表示 $ 节点与 ) 节点之间的纹线数。

图 3" 局部三角形特征点结构模型

局 部 细 节 点 的 三 角 向 量 模 型 可 以 表 示 为 ：

&’$（&’(，&’)，*，+），其中 &’$表示特征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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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与 ! 构成三角形的另外两个特征点；" 是距离向量

"!#和 "!$的集合，与相应的特征点成映射关系，% 是纹线

数的集合，其中对应的是 %!#与 %!$。
!）匹配过程。待匹配的指纹需要被识别，则识别

过程需要与指纹原始图像库中指纹进行匹配。假设需

要识别的指纹为 &，指纹图像库中的任意一个指纹 "，

用细节点集表示为：& #（（’&
$ ，(&

$ ，)&$ ，!&
$ ），⋯，（ ’&

* ，(&
* ，

)&* ，!&
* ）），表 示 指 纹 & 的 图 像 中 有 * 个 细 节 点；+ #

（（’+
$ ，(+

$ ，)+$ ，!+
$ ），⋯，（’+

#，(+
#，)+#，!+

#）），表示指纹库中

某一条指纹 + 的图像中有 # 个细节点；指纹图像 & 中

的细节点可以根据局部特征向量构造一个 , 维的特征

点局部相关向量，指纹图像 + 可以根据三角形相关特

征点模型构造一个 - 维的特征点局部相关向量。

初匹配的过程是将指纹 & 的 , 维局部特征向量与

指纹 + 的 - 维局部特征向量进行比较，过程是将指纹

图像 & 中细节点 &!的三角形局部特征向量 ./&
! 与指纹

库中指纹图像 + 中细节点 +! 的三角形局部特征向量

./+
! 进行一一匹配，匹配结果用 012%3 记录。匹配方法

是：如果 ./&
!#./+

4 ，表示指纹图像 & 中的第 ! 个细节

点与指纹库中某一指纹图像 + 中的第 4 个细节点不匹

配，其中 !"［$，!，⋯，*］，4"［$，!，⋯，*］，那么 012%3［ !］
［ 4］# %；如果 ./&

! # ./+
4 ，表示指纹图像 & 中的第 ! 个细

节点与指纹库中某一指纹图像 + 中的第 4 个细节点匹

配，其中 !"［$，!，⋯，*］，4"［$，!，⋯，*］，那么 012%3［ !］
［ 4］# $。

三角形模型的局部特征向量细节点匹配如图 & 所

示。三角模型匹配过程中不仅对细节点自身的特点进

行匹配，包括判断细节点的类型（末梢点与分叉点），而

且加入了它与邻近特征点之间的距离因素、脊线数目

因素的判断。图 & 中，5 点代表待匹配的细节点，&、+
分别是其邻近的特征点，边 5& 上的参数 " 与 % 分别代

表 5 点与 & 点之间的距离与脊线数目，可表示为 "5&和

%5&，同理，可以用 "5+ 和 %5+ 表示 5 点与 + 点之间的距

离和脊线数目。局部特征点的匹配过程分 ’ 步。

( ( （)）指纹库原始指纹图像( ( ( ( ( （*）待匹配指纹图像

图 &( 指纹细节点三角模型匹配

"待匹配指纹图像中的细节点 56与指纹库中指纹

图像中的 5 点进行匹配。首先对点向量进行比较，即

比较 ’2，(2，)2，!2 与 ’26，(26，)26，!26，如果相同，则匹配成

功，说明点 5+点与原始采集指纹细节点相同，不存在有

指纹偏移、旋转或形变等现象。否则进入第#步匹配

过程。

#对距离向量 "5&、"5+、"&+ 与 "56&6、"56+6、"&6+6 进行

比较匹配。方法是计算 "$ # , "5& - "56&6 , . , "5+ - "56+6

, . , "&+ - "&6+6 ,，如果 "$ 在偏差范围 " 之内，即 "$$"
则匹配成功，否则进行第 ’ 步匹配过程。

$对特征点边上的脊线数向量 %5&、%5+、%&+ 与 %56&6、
%56+6、%&6+6进行比较匹配，方法是计算 %$ # , %5& - %56&6 , . ,
%5+ - %56+6 , . , %&+ - %&6+6 ,，如果 %$$#，即脊线数目的偏

差在允许的偏差阈值 # 范围内，则匹配成功。否则匹

配不成功，则进入下一个节点的匹配过程。

经过上述匹配过程，则可以对每一个特征点进行

准确的匹配，并且如果匹配成功，则将 012%3［ !］［ 4］置

$，表明匹配成功。经过基于邻近特征点的三角模型匹

配方法，可以有效地消除待匹配指纹图像的移动和因

挤压引起的形变对指纹识别精度的影响。

!/ ! 再匹配

$）极坐标转换。将指纹图像 & 与指纹库中的图像

转换到极坐标系下，这种转换的好处是只需要计算输

入图像与指纹库图像之间的旋转角度，而不需要考虑

指纹图像的平移［$%］。极坐标的转换见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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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
%，当 %’ 4 %，%( 4 %
&，

!&，当 %’ 4 %，%(
{ 5 %

式中，（’1，(1，)1，!1）为极坐标系原点坐标，（’7，(7，)7，!7）

为待转换的细节点坐标，（ %7，37，)7，#7）分别是转换后的

细节点在极坐标系下的极径、极角、点类型、该点所在

脊线与原点所在脊线的方向差。

坐标转换后，指纹图像中的细节点可以按极角递

增的方向进行排序得出新的细节点集，用 &8和 +8表示，

具体表示为

&8 #（（ %&$ ，3&$ ，)&$ ，#&
$ ）6，⋯，（ %&! ，3&! ，)&! ，#&

! ）6，⋯，

（ %&* ，3&* ，)&* ，#&
* ）6），!"（$，*）

+8 #（（ %+$ ，3+$ ，)+$ ，#+
$ ）6，⋯，（ %+4 ，3+4 ，)+4 ，#+

4 ）6，⋯，

（ %+#，3+#，)+#，#+
#）6），4"（$，#）。

!）可变大小限界法全局匹配。为了克服非线性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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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对指纹匹配识别的影响，引入可变大小限界法［!!］对

指纹图像 !"和 ""进行匹配。可变大小限界法中的限界

盒就如同放在指纹特征点上的一个盒子，限界盒大小

限着指纹特征点的极角与极半径动态变化，如图 # 所

示。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限界盒的大小取决于当前

细节点与原点的距离，距离原点越近，极半径变小极角

变大；相反，细节点距离原点越远，极半径变大极角变

小。当两个指纹图像中的特征点 !#$ 和 "#% 落在同一个

限界盒中时，则认为这两个特征点匹配成功。

图 #$ 可变大小限界盒

完成极坐标转换并且获得指纹库图像的细节点限

界盒后，为了从全局的角度对指纹进行匹配，以便能够

准确地得到两个指纹图像间的相似程度，对指纹图像

进行了第二阶段的再匹配过程。假设两个指纹图像中

细节点总数为 &! 和 &"，再匹配过程中，由可变大小限

界盒的方法得到 ’ 个匹配成功的细节点，那么，如果满

足
’

%&’（&!，&"）
%! 则表示指纹细节点集成功，即待识

别的指纹与指纹库中某一指纹是同一枚指纹，表示用

户合法。其中 ! 是匹配点集中合格点率，一般情况下，

! ( )* +。

, 分析与实验

在 -&’./01 平台下，采用 2345367* ) 仿真工具，对

指纹 识 别 匹 配 算 法 过 程 进 行 了 仿 真 实 验，根 据

89:;))) 提供的指纹数据库 <=!、<=;、<=,、<=>［!;］的

?@4 = 库中的各枚指纹图像进行匹配测试，每个数据库

中都存有 !) 个人的指纹图像。本算法的仿真为实验

!，文献［!,］提出的算法为实验 ;，文献［!>］提出的算

法为实验 ,，将实验 ! 的匹配结果与其他 ; 个实验进行

比较，比较结果如表 ! 所示。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算

法具有拒识率低，正确识别率高的特点，不仅很好地解

决了指纹识别过程中因指纹平移、旋转与挤压引起的

形变等问题对指纹识别的影响，从而提高了指纹识别

的正确率与可靠性，而且和其他算法相比，本文提出的

算法在各方面都有较好的特性。

表 !$ 实验结果对比 A

实验结果
误识率

(!)
拒识率

(!!
正确率

*)

实验 ! ) !* ;# BC* B;

实验 ; ) ;* ;)B 7* C!

实验 , ) ,* ,! B+* +B

> 结语

为了很好地解决指纹匹配过程中因指纹图像平

移、旋转及因挤压引起的指纹形变对其识别率与准确

性的影响，本文提出了基于三角形局部邻近特征点模

型的细节点匹配算法，在初匹配过程中，利用三角模型

中的相关局部特征点结构进行比较匹配，加入了识别

点与邻近点之间的距离、脊线数目参考因素，从而有效

解决了指纹匹配中因指纹旋转、平移及形变这样的问

题。根据相关文献提出的可变大小限界盒方法对指纹

细节点进行了再匹配过程。最后，通过仿真实验，将本

文提出的算法与现有的算法进行仿真分析比较，发现

本文算法对于有效解决指纹匹配过程中的问题是有益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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