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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J MWT12 大米外观品质检测仪是利用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检测大米外观质量的专用检测仪器。介绍了

其基本原理和结构以及主要功能 ,通过对仪器检测性能进行精确性和稳定性验证 ,论证了仪器方法完全可以代替

人工方法检测大米的外观品质指标。

关键词 :大米 ;外观检测 ;图像处理 ;验证

中图分类号 : TS212. 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6202 (2010) 06 - 0008 - 03

　　稻谷和大米的外观品质是衡量其质量的关键指

标。新制定或修订的 GB 1350《稻谷》、GB/ T 17891

《优质稻谷》和 GB 1354《大米》对稻谷及大米的外观

品质指标都有严格的规定。目前外观品质指标的检

测一直采用人工感官判定的方法。这些方法主观性

较强 ,精确度较低 ,可重复性较差 ,使国家标准在实

施过程中的有效性受到了影响。近几年国外稻谷和

大米质量检测仪器的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 ,为了能

够客观、快速、准确地检测稻谷和大米的质量指标 ,

缩短与国外先进技术之间的差距 ,北京东孚久恒仪

器有限公司与日本佐竹公司合作研发了适合国内使

用的大米外观品质检测仪。

1 　原理及结构

J MW T12 大米外观品质检测仪的原理是利用

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 ,采用专用分析处理软件检测

大米外观品质指标 :整精米率、垩白粒率、垩白度、不

完善粒等。

J MW T12 大米外观品质检测仪主要由整列装

置、图像采集装置、图像处理系统三部分组成。整列

装置包括扫描底板和一系列不同型号的孔板 ,其主

要作用是在采集图像之前将大米进行快速排列 ,提

高系统的检测精度和效率。图像采集装置主要用来

获取大米样品的图像信息。图像处理系统是大米外

观品质检测仪的核心部分 ,它是将图像采集装置采

集到的图像 ,进行校正处理 ,提取大米图像的外观特

征参数 ,按照国标规定的方法或用户自定义方法对

大米样品图像进行判别处理 ,然后根据不同的使用

要求输出对应的质量指标。

2 　主要功能

(1)提供满足不同使用要求多种检测模式 ,其中

包括 : ①按 GB1350《稻 谷》、GB1354《大 米》、

GB/ T 17891《优质稻谷》分类的三大国标检测模式。

②按种类划分的籼稻、粳稻检测模式。③用户自定

义方式检测模式。

仪器开机和检测模式选择界面见图 1。

图 1 　开机和检测模式选择界面

(2)提供内容丰富的检测界面 ,可以直接在主检

测界面上输入样品相关信息 ,然后按照样品类别进

行测定 ,并直接显示检测统计结果。结果表示可以

按照国标要求输出每个类别的粒数、粒数比、质量比

等指标。仪器检测界面见图 2。

(3)提供详细的形状和色彩信息。用户可以从

形状色彩信息界面查看样品形状尺寸的分布等 ,方

便用户使用。检测界面色彩信息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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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供大米原始图像界面。用户可以通过点击

查看大米图像界面查看原始图像 ,也可以按“整精

米”、“碎米”等项目进行编号或轮廓显示 ,还可以按用

户要求进行分类整列显示。大米分类整列界面见图

4。

图 4 　大米分类整列界面

(5)提供数据输出方式选择。用户可以通过历

史查看界面 ,根据客户要求输出检测结果 ,在 Excel

软件中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数据输出界面见图

5。

图 5 　数据输出

用户亦可选择不同的打印数据输出方式 ,设定

打印项目 ,对结果进行打印。检测结果的显示简单

明晰。打印选择界面见图 6。

图 6 　打印选择

3 　检测性能

2009204J MW T12 大米外观品质检测仪研制成

功。研制的第一批样机 8 台在北京进行了精确度和

稳定性的验证。同时邀请了国内 5 家权威的检测单

位和 3 家有影响力的米业公司参与对仪器的对比考

核和样机评定工作。以下是仪器性能的而考核结

果。

重复性测试结果表明 :整精米率、垩白粒率、垩

白度变异系数均在 2. 7 %以内 ,其中整精米率指标

的变异系数在 0. 5 %以内 ,检测效果最好。“不完善

粒”的标准偏差为 0. 5 以内 ,可以满足用户使用。

3 . 1 　重复性

重复性试验选用 8 个样品分别进行 5 次重复性

测定。其中一个样品的测定结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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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一个样品 5 次测定结果

测定次数 整精米率/ % 垩白粒率 % 垩白度 % 不完善粒 %

1 69. 2 64. 7 22. 7 5. 7

2 69. 4 64. 5 23. 4 6. 4

3 69. 9 63. 9 23. 2 6. 2

4 69. 9 66. 1 23. 4 5. 3

5 69. 6 62. 4 22. 0 5. 5

平均值 69. 6 64. 32 22. 94 5. 82

标准偏差 0. 31 1. 34 0. 60 0. 47

变异系数 0. 44 2. 09 2. 61

3 . 2 　再现性

再现性的考核选择有代表性的样品 8 个 ,分别

在 8 台仪器上进行测定 ,比较 8 台样机同一个样品

的相对误差和标准偏差。表 2 为其中一个样品 8 台

仪器再现性相关性的试验分析结果。

再现性数据分析结果表明 : 8 台仪器垩白度、

垩白粒率、不完善”的变异系数在 5 %范围内 ,其中

整精米率指标检测的变异系数在 1. 70 %范围内 ,可

以满足使用要求。

表 2 　8 台仪器同一个样品检测再现性检测结果

仪器序号 整精米率 % 垩白粒率 % 垩白度 % 不完善粒 %

1 61. 6 61. 6 22. 5 9. 8

2 59. 2 53. 4 20. 6 9. 4

3 60. 4 58. 2 21. 8 9. 0

4 62. 1 60. 8 21. 2 10. 0

5 61. 3 57. 6 21. 8 9. 3

6 60. 5 60. 9 20. 9 9. 4

7 60. 5 56. 1 19. 4 9. 3

8 59. 3 58. 7 20. 5 9. 2

平均值 60. 6 58. 4 21. 1 9. 4

标准偏差 1. 03 2. 76 0. 96 0. 32

变异系数 1. 70 4. 72 4. 57 3. 44

3 . 3 　准确度

由于人工判断大米的外观品质具有较大的不确

定性 ,即使经过培训并长期从事该项工作的检测人

员也会出现较大的偏差。因此仪器的准确性考核采

用与权威检测单位人工检测相关性的分析方法。图

7～图 12 为权威检测单位检测人员采用不同的样品

进行检测分析与仪器判断结果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相关性分析图表显示 :仪器的判断结果与权威

检测单位检测人工判断结果具有良好的相关性 ,标

准误差在 2. 5 以内 ,仪器可以准确地检测稻谷和大

米的外观品质 ,可以满足用户的使用要求。

4 　小结

综上所述 , J MW T12 大米外观品质检测仪采

用计算机和专用软件处理方式 ,可以快速准确地检

测样品整精米率、垩白粒率、垩白度、黄粒米、不完善

粒等各项性能指标 ;功能完善 ,操作方便 ;目前可以

代替人工检测方式准确客观地对稻谷和大米各项外

观品质指标进行判定。评价方法完全符合国标

GB/ T 1350《稻谷》、GB/ T 17891《优质稻谷》、

GB 1354《大米》规定的要求 ,可以满足广大稻谷和

大米流通、加工、储运等部门用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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