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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快速、准确地测量透明液体的折射率，提出了一种基于数字图像处理的液体折射率测量方法。该方

法从基于实验的动态测量原理出发，理论推导出基于数字处理的液体折射率表达式，对于不同种类的透

明液体，仅需采集一幅装置正面图像，即可得到待测液体的折射率。将该方法应用于三种常见透明液体：

清水、花生油和53˚白酒在20℃下的折射率测量，结果表明折射率平均相对误差在0.15%以内。该方法

的装置简单、测量速度快、测量精度高，对液体折射率的测量有一定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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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measure the refractive index of transparent liquid quickly and accurately, a liquid re-
fractive index measurement method based on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is proposed.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dynamic measurement based on experiment, this method theoretically derives the 
expression of liquid refractive index based on digital processing. For different kinds of transpa-
rent liquids, only one front image of the device is needed to obtain the refractive index of the liq-
uid to be measured. The method is applied to the refractive index measurement of three common 
transparent liquids: water, peanut oil and 53˚ liquor at 20˚C.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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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ve error of refractive index is within 0.15%. The device of this method is simple, the mea-
surement speed is fast, the measurement accuracy is high, and it has certain practical value for the 
measurement of liquid refractive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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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折射率是反映透明、半透明液体光学性质的重要参量之一，借助折射率可以探索液体的光学性能[1]、
浓度[2]、成分[3] [4]等，在食品、化工、制药、光学等诸多工业领域和科研领域有着非常重要的应用。

目前常用的液体折射率测量方法主要有阿贝折射仪法[5]、分光计法[6]、迈克尔逊干涉法[7]，以及马赫–

曾德尔干涉法[8]等，采用上述方法虽然能精确地测量液体折射率，但测量仪器或操作步骤通常较为复杂，

对于液体折射率的且部分测量方法的实验场景受限。 
为简化液体折射率的测量、适应多样化实验环境，本文介绍了一种基于 MATLAB 图像处理简易测

量液体折射率的方法。该方法是基于物体浸入盛有透明液体的烧杯中时，物体会按一定比例放大的现象

来实现液体折射率的测量。粗细均匀的圆柱形细棒斜放入盛有透明液体的烧杯内，对该装置正面拍照，

然后借助 MATLAB 对图片进行处理提取细棒轮廓，经由算法处理最终精确得到透明液体的折射率。 

2. 实验原理 

根据文献[9]，采用“测距法”可以推导出透明液体的折射率。但在实验过程中，使用的细棒密度有

一定的要求，即浸入液体时不能使底部悬浮，同时对观察者的观察角度以及细棒的移动速度均做出了限

制，这些因素极大的增加了实验的不确定性，且降低了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图 1(a)，图 1(b)两图为“测

距法”的原理示意图，(c)为本文所述方法的装置放置原理示意图。其中，烧杯内盛装的透明液体折射率记

为 n，透过烧杯观察到的水平面上部分细棒的直径均记为 d，水平面下部分细棒直径分别记为 d ′、d ′′和 d ′′′。 
 

 
(a)                 (b)                 (c) 

Figure 1. The experimental schematic diagram of “ranging method” 
图 1. “测距法”实验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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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b)即为文献[9]中所指的“折断”时刻，此时细棒的左端和中心相对于初始图(a)的轴线位置移动

距离分别记为 r1、r3 和 r2、r4。处于水平面以下部分的细棒直径可以描述为 

3 1d nd r r′′ = = −                                       (1) 

并且有 3 1r nr= ，进一步推导得液体折射率为 

1

1

rn
r d

=
−

                                        (2) 

相较于文献[9]中推导的透明液体的折射率公式，式(2)所推导出的求解公式与烧杯的直径无关，需要

测量的物理量仅为细棒左端距离初始状态中心位置的距离 r1 和透过烧杯观察水平面上细棒的直径 d。然

而，在实际测量过程中，准确测量上述的 r1 具有很大的困难。因此，式(2)所提供的折射率计算方法实际

操作难度较大，需要进行新的测量方法探索。 
为解决上述问题，降低实验难度，需要对细棒的移动过程进行进一步分析。在细棒从图 1(a)所示状

态向图 1(b)所示状态过渡过程中，水平面上部分均存在 

2 1 2
dr r− =                                        (3) 

且在图 1(b)所示的“折断”状态下 

4 3 12 2
d dr r r n
′′  = + = + 

 
                                 (4) 

将式(3)~(4)与式(1)联立，可以进一步推导出在移动过程中的任何时刻均存在 

4 3 2
dr r n− = ⋅ =定值                                    (5) 

以上推论可以等效为：当细棒以图 1(a)所示状态沿直径方向移动时，水平面以下的直径不随移动距

离发生改变。 
基于上述推论可以进一步得出，细棒沿着烧杯直径方向斜放入时，即图 1(c)所示状态，视觉上水平

面下各处细棒的直径相等。借助式(5)不难得出，水平面下细棒的直径为水平面上细棒直径的 n 倍。至此，

烧杯中透明液体的折射率便仅与图 1(c)状态下水平面上下细棒的直径相关 

dn
d
′′′

=                                       (6) 

至此，在“测距法”的基础上探索出了液体折射率的新的表述方式，即当细棒以图 1(c)所示状态沿

径向方向放置于盛有透明液体的烧杯中时，沿垂直该直径方向记录下视觉上水平面上下细棒的直径，液

体折射率便可以用下直径与上直径之商来描述。 

3. 算法设计与实现 

3.1. 图片采集及预处理 

本实验所需器材为：透明烧杯，透明待测液体，红色均匀细棒。 
依据图 1(c)所示状态搭建实验器材，为精确得到透明液体的折射率，细棒颜色规定为红色。完成仪

器搭建后，进行如图 2 所示的实验图片的采集。图 2 中(a)所示的透明液体为清水，(b)所示的透明液体为

花生油，(c)所示的透明液体为浓度为 53%的白酒。每种透明液体采集多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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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清水               (b) 花生油                 (c) 白酒 

Figure 2. Experimental pictures 
图 2. 实验图片 

 
结合式(6)所推导出的液体折射率的表达式可知，在采集到的原始图片中，对于计算液体折射率有效

的部分仅为图片中的红色均匀细棒。因此，首先需要对收集到的实验图片进行预处理，尽可能的保留细

棒而过滤掉其他部分。实验图片的预处理进一步滤除掉其他部分对于后续算法设计的干扰，提高测量

精度。 
预处理过程主要分为以下三步：其一，充分利用细棒颜色进行细棒提取，将实验图片导入 MATLAB

并转化到 HSV 空间，确定红色细棒的颜色分布，并根据红色分量的取值范围进行细棒的分割提取。其二，

利用 graythresh 函数实现基于最大类间方差法的图片阈值寻找，并借助该阈值将其转化为二值图像，此

时得到的二值图像中，仍存在一部分背景噪声，借助图像形态学闭运算进行噪声去除，同时利用 bwareaope
函数对面积较大的噪声进行去除。其三，借助边缘检测算法进行细棒轮廓的提取，同时，鉴于本实验提

取轮廓的关键在于得到细棒中的直径信息，因此还可以利用Hough变换和LSD算法进行细棒轮廓的提取。 

3.2. 算法流程设计 

图 2 所示的实验图片经过预处理后，得到关键部分——细棒轮廓。对多组经过预处理后的实验图片

进行分析，不同图片中细棒所处的位置、细棒可用于直径提取的稳定区域以及区域的长度等都有较大的

差异，而水平面的位置却有相似的规律。因此，在得到细棒轮廓图后，以水平面为切入点，首先确定轮

廓图内水平面所在的位置，而后借助细棒端点以及水平面位置确定细棒上下直径的提取区域，最后在区

域内采用改进的欧式距离法进行直径求解，继而得到液体折射率。 
算法设计的详细流程如下： 
1) 确定轮廓所在区域。在得到的轮廓图中，首先确定细棒轮廓在图中的位置，由于轮廓图为二值图

像，因此基于 find 函数可以实现对细棒轮廓所有像素点的提取，同时对应于笛卡尔坐标系转化为坐标点。

在此基础上确定细棒轮廓在 y 轴方向上边界点 ymin、ymax，锁定纵向有效区域。 
2) 得到细棒轮廓的变化矩阵。遍历[ymin, ymax]中的所有 y 值，对于每一个 y 值，找出轮廓上取该 y

值的所有 x 值并计算一阶差分，此时，一阶差分的最大值代表该位置上细棒左右两端的相距的距离，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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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将所有每一个 y 对应位置上的一阶差分最大值取出组成过渡矩阵。当细棒轮廓上纵向相邻位置的棒距

差距过大，一般将该位置对应于水平面或细棒上下端点。因此对过渡矩阵进行一阶差分得到变化矩阵，

显然变化矩阵中的峰值包含有水平面及细棒上下端点信息。 
3) 确定水平面位置。在实际操作中，变化矩阵的峰值中还包括噪声，实际的变化矩阵在水平面处不

是仅存在唯一峰值，而是一系列峰值组成的一小段区间。基于 tabulate 函数快速统计变化矩阵各数出现的

频率，将出现概率低于 30%的数认定为尖峰，并将其最小值作为阈值，利用峰值函数 findpeaks 确定这些

尖峰出现的位置。本实验图片中水平面位于烧杯中点附近，故而位于[ymin, ymax]中点附近的一簇尖峰即

为水平面所在的区间。 
4) 确定水平面上下直径待选取区域。细棒上端点与水平面间的区域为水平面上细棒直径的提取区域，

考虑到噪声的影响，变化矩阵中靠近 ymin 的一簇尖峰记为细棒上端点区域。因此上端点区域的下界与水

平面区域的上界组成的区域为细棒上直径的提取区。为保证实验精度降低误差，该提取区的上下界均需

要去掉一段调节阈值。采用同样的方法确定细棒下直径的提取区。 
5) 随机选取子区域。在步骤 4 提供的上下待选区域内分别随机选取一小段区域作为实际的直径提取

区域。 
6) 子区域内求解直径。在确定的子区域内依次遍历细棒左端每一个轮廓点，并计算该点与此子区域

内细棒右端每一个轮廓点的欧式距离，根据直径的定义，欧式距离的最小值即为该子区域内的细棒直径。 
7) 基于子区域的液体折射率求解。依据步骤 6 求解各子区域内水平面上下细棒的直径，并带入公式

(6)得到液体的折射率。 
8) 迭代求解精确液体折射率。步骤 5~7 迭代 100 次，记录每一次的折射率值，并将其平均值作为该

透明液体最终的折射率。 
算法步骤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Agorithm design process 
图 3. 算法流程设计 

3.3. 算法实现 

图 4(a)中的白色细棒轮廓即为图 2(a)经过预处理后得到的图片。图 4(b)则是由细棒轮廓信息进一步得

到的变化矩阵信息，其中，横坐标对应于轮廓上每一个点在纵向上的位置关系，纵坐标对应于变化矩阵。

通过算法步骤(1)确定了图 4(a)中细棒轮廓所处的区域[2, 952]，经由步骤(2)得到了如图 4(b)所示的变化矩

阵图，在得到变化矩阵以及轮廓所在区域后，通过步骤(3)确定出水平面所在的区域为[532, 548]，接着便

可以确定出水平面上下直径待选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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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Figure 4. The horizontal plane and the area above and below the horizontal plane can be used for di-
ameter extraction. 
图 4. 水平面及水平面上下可用于直径提取的待选区域 

 
完成直径待选区域范围的确定后，为进一步提高检测精度，减小误差，在待选区域给定的范围内进

行小区域随机选取及多次迭代。确定最大迭代次数 100，每次迭代时用 unifrnd 函数随机选取子区域，采

用步骤(6)所述方法计算该区域内细棒直径，同时记录该次所得的液体折射率。当达到最大迭代次数 100
后，对于迭代中得到的所有液体折射率取平均值作为该液体的折射率。 

4. 结果分析 

图片预处理的好坏对于液体折射率的精度存在影响。在采集到如图 2 所示的实验图片后，预处理得

到细棒轮廓有以下四种方法：基于 Canny 算子的轮廓检测[10]，基于 Log 算子的轮廓检测[11]，基于 Hough
变换的轮廓提取[12]，基于 LSD 算法的轮廓检测[13]。分别采用上述四种预处理方法处理图 2 的实验图

并进行液体折射率的计算，同时对比相关文献测量值[14] [15] [16]，结果如表 1 所示 
 
Table 1. Comparison of refractive index results obtained by four pretreatment methods (temperature: 20˚C) 
表 1. 四种预处理方法所得的折射率结果对比(温度：20℃) 

液体 Canny 算子 Log 算子 Hough 变换 LSD 算法 理论值 

清水 1.3327 1.3358 1.3390 1.3308 1.3330 

花生油 1.4718 1.4726 1.4788 1.4777 1.4716 

53˚白酒 1.3559 1.3574 1.3541 1.3621 1.3565 

 
由表 1，采用直线检测算法的 Hough 变换和 LSD 算法预处理后得到的折射率值误差较大，采用边缘

检测算法的两种方法中，基于 Canny 算子的轮廓检测所得结果最接近理论值，准确度最高。 
基于上述方法对于同一液体所采集的不同实验图片进行多次折射率的计算。常见的三种透明液体：

清水、花生油、53 度白酒，采用本文所述方法得到的折射率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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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Liquid refractive index based on Canny operator (temperature: 20˚C) 
表 2. 基于 Canny 算子的液体折射率(温度：20℃) 

实验图片 清水 花生油 53˚白酒 

1 1.3324 1.4733 1.3587 

2 1.3322 1.4707 1.3567 

3 1.3328 1.4704 1.3591 

4 1.3336 1.4729 1.3592 

5 1.3332 1.4732 1.3552 

6 1.3327 1.4718 1.3559 

7 1.3329 1.4716 1.3543 

8 1.3326 1.4713 1.3576 

平均值 1.3328 1.4719 1.3571 

平均相对误差 0.02% 0.13% 0.06% 

 
为进一步评估实验结果的精度，本文引入均方误差 MSE 

( )2

1

1 N

i
i

MSE x u
N =

= −∑                                     (7) 

其中，将每幅实验图片的计算值作为估计值 xi，文献值作为真值 u，参与实验的图片共 N 幅，把表

2 中三种液体的实验数据分别代入式(7)，得到清水、花生油和 53˚白酒的均方误差依次为 2.125 × 10−7，

1.19 × 10−6，3.38 × 10−6。均方误差反映了实验数据的离散程度，由此，采用本文所述方法得到的实验结

果精确度高。 
三种透明液体的平均相对误差分别为 0.02%，0.13%、0.06%。相较于无色透明液体清水和白酒，呈

淡黄色的花生油的平均相对误差偏大，有色透明液体对于算法检测的准确度造成了一定干扰。因此，针

对有色透明液体的检测，可以尝试更换均匀细棒的颜色或更换到其他颜色空间对实验图片进行预处理等

方式改善测量精度。总体而言，采取本文所述方法测量透明液体的折射率均方误差小，精度高，平均相

对误差均小于 0.15%，准确度高，充分证明了该方法的可行性、科学性。与传统的测量液体折射率的方

法相比，该方法设备简单易得、结果精度高，实验过程无污染。 

5. 结论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数字图像处理测量透明液体的折射率方法。在图像预处理过程中，比较了基于

Canny 算子、Log 算子、Hough 变换和 LSD 算法的轮廓检测效果，结果表明基于 Canny 算子的轮廓检测

所得结果准确度最高。利用该方法测量了 20℃下三种常见透明液体清水、花生油和 53°白酒折射率，结

果表明测量折射率的相对误差小于 0.15%。基于本文的液体折射率测量法设备简便易得，可操作性强，

结果精度及准确度高，有很好的实用价值。 

致  谢 

感谢三峡大学理学院实验中心对实验的大力支持，同时感谢湖北省教学研究项目的资金支持。 

基金项目 

湖北高校省级教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20378)。 

https://doi.org/10.12677/jisp.2023.122018


李怡林 等 
 

 

DOI: 10.12677/jisp.2023.122018 187 图像与信号处理 
 

参考文献 
[1] Zhang, Y., Liu, W., Li, Z., et al. (2018) High-Quality-Factor Multiple Fano Resonances for Refractive Index Sensing. 

Optics Letters, 43, 1842-1845. https://doi.org/10.1364/OL.43.001842 
[2] Ermatov, T., Noskov, R.E., Machnev, A.A., et al. (2020) Multispectral Sensing of Biological Liquids with Hol-

low-Core Microstructured Optical Fibres. Light: Science & Applications, 9, Article No. 173.  
https://doi.org/10.1038/s41377-020-00410-8 

[3] Belay, A. and Assefa, G. (2018) Concentration, Wavelength and Temperature Dependent Refractive Index of Sugar 
Solutions and Methods of Determination Contents of Sugar in Soft Drink Beverages Using Laser Lights. Journal of 
Lasers, Optics & Photonics, 5, Article ID: 1000187. 

[4] Zhang, W., Liu, Y., Zhang, T., et al. (2019) Integrated Fiber-Optic Fabry-Perot Interferometer Sensor for Simultaneous 
Measurement of liquid Refractive Index and Temperature. IEEE Sensors Journal, 19, 5007-5013.  
https://doi.org/10.1109/JSEN.2019.2903583 

[5] 姚启钧. 光学教程[M]. 第 4 版.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118-123.. 
[6] Van Keuren, E.R. (2005) Refractive Index Measurement Using Total Internal Refle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s, 

73, 611-614. https://doi.org/10.1119/1.1866099 
[7] 柯金瑞. 利用迈克尔孙干涉仪测定液体折射率[J]. 物理实验, 2000, 20(2): 10-11. 
[8] Rahman, M.A., Galand, Q., Soliman, M., et al. (2013) Measurement of Refractive Indices of Binarymixtures Using 

Digital Interferometry and Multi-Wavelength Abbemat Refractometer. Optics and Lasers in Engineering, 51, 503-513.  
https://doi.org/10.1016/j.optlaseng.2013.01.002 

[9] 龚云梅, 严霞, 张雄, 等. 一种简易测量液体折射率的新方法[J]. 物理通报, 2016, 34(S1): 71-73. 

[10] 王植, 贺赛先. 一种基于 Canny 理论的自适应边缘检测方法[J]. 中国图象图形学报, 2004, 9(8): 65-70. 

[11] 韦春桃, 程晓宇. LOG 算子进行边缘检测的研究[J]. 桂林理工大学学报, 1999, 19(2): 180-183. 

[12] 滕今朝, 邱杰. 利用 Hough 变换实现直线的快速精确检测[J]. 中国图象图形学报, 2008, 13(2): 234-237. 

[13] 曹义亲, 何恬, 刘龙标. 基于改进 LSD 直线检测算法的钢轨表面边界提取[J]. 华东交通大学学报, 2021, 38(3): 
95-101. 

[14] 张宏, 万葆红. 测量液体折射率随温度的变化[J]. 大学物理实验, 1998, 11(1): 1-3. 

[15] 辛莉, 施江. 食用油品种及含量与油脂折射率关系的探究[J]. 食品工业科技, 2012, 33(15): 317-321. 

[16] 李振洋, 陈明惠, 张浩, 等. 用低相干光干涉法鉴别白酒品质[J]. 光电子∙激光, 2018, 29(2): 168-172. 

https://doi.org/10.12677/jisp.2023.122018
https://doi.org/10.1364/OL.43.001842
https://doi.org/10.1038/s41377-020-00410-8
https://doi.org/10.1109/JSEN.2019.2903583
https://doi.org/10.1119/1.1866099
https://doi.org/10.1016/j.optlaseng.2013.01.002

	基于数字图像处理的液体折射率测量
	摘  要
	关键词
	Liquid Refractive Index Measurement Based on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实验原理
	3. 算法设计与实现
	3.1. 图片采集及预处理
	3.2. 算法流程设计
	3.3. 算法实现

	4. 结果分析
	5. 结论
	致  谢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