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影像意義尋找可視浮水印位置方法 
 
 

 
 

摘要 
 

近年來，多媒體廣泛被使用，但是因為網

路技術發達，媒體很容易被複製與竊取，如何

保護媒體，是很重要的課題，在許多方法中，

浮水印是很常使用的方法，但是，在影片或是

影像媒體中，浮水印的顏色與位置，會影響到

媒體品質，比方說，固定位置的浮水印可能會

蓋到影片或是影像重要訊息的部分，而讓使用

者覺得不舒服，本文提出尋找最佳可視浮水印

呈現方式的方法，找出影片有意義資訊量最少

的地方，並且顏色與浮水印差距最大的地方，

將浮水印嵌入到最適合的位置，以便讓影片或

是影像有最佳的顯示品質。  

關鍵詞：浮水印、可視、影像切割。 
 

Abstract 
 

Recently, because a lot of multimedia 
has been used every day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protect user’s copyright. A popular method 
is to put watermarking in a video or in an 
image. It is a question that the watermarking 
will replace important area in the image. This 
paper proposed a method to find out a good 
location to put the visible watermark. Based 
on background segmentation method and 
color analysis, a good look image with 
watermark will be generated. 
Keywords: watermark, visible, segmentation. 
 
1. 前言 

因為資訊技術進步，多媒體廣泛在網路傳

輸，因為多媒體複製方便，所以需要保護機制，

如何保護多媒體有許多方法，包括加密、數位

浮水印、簽章等方法，數位浮水印是常見的方

法，數位浮水印分為可視浮水印[1,2]和不可視

浮水印[3-12]，可視浮水印可以讓使用者容易

立即分辨著作者，並且可以有宣傳多媒體的效

果，不可視浮水印則有保護的功能，不可視浮

水印又分為強健型浮水印、易碎型浮水印，主

要避免有心人士移除或是竄改，各有使用時

機。 
在使用可視浮水印時，決定放置位置與呈

現方式非常重要，好的浮水印要避免將重要資

訊破壞，比方說，電視播放影集時，如果浮水

印將主角臉蓋住，或是偵探影集重要線索被浮

水印蓋住，使用者將會感到不舒服，因此，本

論文提出尋找適當位置放置可視浮水印，並提

出浮水印最佳色彩選擇。 

本論文其他部分包括第二段介紹相關研究

與背景知識，第三段說明提出方法，第四段展

示實驗結果，第五段討論與結論。 
 

2. 相關研究 
2.1 色彩模型 

本論文對彩色影像在 HSI 模型處理，不同

於輸入格式是每個像素以三個值儲存，各為紅

色、綠色與藍色(R,G,B)，一般而言 R,G,B 值

大於等於 0，小於等於 255，而 HSI 模型，是

以色相、飽和度和亮度表示，計算方法如方程

式(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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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數位浮水印 

數位浮水印主要是要將圖像或者重要的文

字加入被保護的媒體中，一個合適的數位浮水

印的必備條件為視覺通透性、可攜資料性、抵

制攻擊的安全性影像處理韌性、健忘性、明確

性。透過更改影像中的資料來嵌入浮水印，其

做法有空間域法、變換域法、頻率域法，頻率

域法又分為離散傅立葉轉換(DFT)、離散餘弦

轉換(DCT)、與離散小波轉換(DWT)三種轉換

方式，離散餘弦轉換又分為嵌入 DC 係數的浮

水印技術與嵌入低頻係數的浮水印技術，小波

域分為嵌入頻帶 HL1 的浮水印技術與嵌入頻

帶 LH2 的浮水印技術。 
Rao 等人[1]提出可視浮水印演算法可以調

整檻值，決定浮水印強度的強弱，搭配在不同

紋理圖片下探討並嘗試各種強度把 IBM 的標

誌顯現出來，Lin[2]提出運用 gamma 校正

(MPA-CVW)增加圖像飽和度，改變圖片的背景

顏色，以找出最佳放置浮水印位置，此種方法

改變原圖顏色。 
 
2.3 前景擷取 

前景擷取和背景擷取可以視為相同的問題，

主要是將影像切割成兩個部分，有許多研究者

探討這個問題，[14] 提出使用抗雜訊演算法以

及使用 SSF(分析直方圖的高度係數)抓取輪廓

後，運用侵蝕去雜質後分割出需要的圖片，與 
[15] 提出將原始車輛行進圖轉換灰階圖片後，

運用背景分割把灰階圖內的像素值與 0 &255 
的黑白像素做替換，會得到除了物體影子外的

車輛圖片，[16]提出聚類演算法做出邊緣偵測

及強調高對比。  
 

3. 提出方法 
本論文提出可以找到適當位置置入可視浮

水印的方法，本方法利用搜尋影像有意義區塊，

及色彩分析技術，找到適當位置，影像有意義

區塊搜尋方法先假設以下前提: 
 
前提一: 動態物件為影片有意義區塊 
前提二: 前景為有意義區塊 
前提三: 中間部分為有意義區塊 

前提四: 對焦清楚位置為有意義區塊 
 
根據以上的前提，本論文提出方法如下: 
 
搜尋前景 
本論文採取對影像進行直方圖分析，假設分

為兩群，假設灰階值為常態分布，以 2 次曲線

趨近，找出切割點為切割門檻，進行切割，像

素少的部分為前景，因為這樣對漸層式影像效

果不佳，因此本論文採取分區域尋找前景，方

法如圖 1 所示，詳細如下: 
 
步驟一、讀入影像將影像轉換為 HSI 與灰階 
步驟二、將 HSI 之 H 值統計成直方圖，將

數值前 3 高者刪除 
步驟三、將灰階圖切割成 9 部分，並分別取

得新門檻值 th  
步驟四、同時將門檻值 th 與篩選後之 H 值

判斷進行二值化 
 

搜尋動態物件  
本論文將影片相鄰畫面像素值相減，找出

像素值改變大於門檻值的區塊，為動態物件所

在位置，方法如下: 
 
 
步驟一、影片相鄰畫面灰階化 
步驟二、將灰階化之影像相減取絕對值 
步驟三、取得相減後照片的像素值符合進 
        行二值化 
 
物件位置擺放 
尋找與欲擺放物件相同大小之無物體區

域放置物件 
步驟一、記錄欲擺放物件之大小與像素點    
      數量 
步驟二、與二值化影像進行比較判斷是否 
      可以擺放 
 
中間區塊決定 
目前以全影像中間 2/3 部分不放浮水印 

 
對焦清楚位置 
因為對焦清楚表示為前景，特徵為影像清

楚，所以區塊內顏色差異度應該比背景大，所

以本論文將以對焦模糊區域為放置浮水印的

地方，亦即對焦清楚位置採取區塊內變異數大

者為對焦清楚之區塊，方法如下: 
 

步驟一、預設區塊大小 



步驟二、將影像從 RGB 轉 HSI  
步驟三、計算區塊內所有像素 H 值之變異數 
步驟四、如果變異數小於門檻值則標註為候選

位置 
 
變異數計算方法如方程式(5): 
若µ = E(𝑥)是隨機變數 x 的平均數，變異數

var(𝑥)=E((𝑥 − 𝜇)2)         (5) 
 

候選區位置選擇 
從候選之區域尋找與 logo 互補之顏色

區域，亦即顏色差距最大之區域，作為最

佳放置浮水印之位置。 
步驟一、篩選候選區大小是否為 logo 可放    
      置之大小 
步驟二、logo 與候選區 RGB 相減取絕對   
      值後相加 
步驟三、判斷差值最大之候選區放置物件 

 

 
圖 1 搜尋前景流程圖 

 

 
圖 2搜尋動態物件流程圖 

 
 
4. 實驗結果 

實驗結果如圖 3 所示，圖 3(a)為原始影像，

(b)黑色部分為候選放置浮水印位置，因為本演

算法由左上角開始往右往下進行搜尋，找適當

夠大的位置放浮水印，所以可以發現本演算法

避開人物與建築物，以最優先找到位置放置浮

水印，如圖 3(c)所示，新增互補色準則後，因

紅色背景之區塊與實驗之 LOGO 顏色差距較

大，則浮水印放置於紅色區塊如圖 3(d)所示。 
 

 
(a) 

讀入一張影像 

將圖 RGB 轉換 HSI 

將灰階影像切割成

9 部分 

將 HSI之 H 值抓出統

計成值方圖，並將前

3 高排除 

將各個區塊取新門

檻值 

進行二值化得前景 

將圖 RGB 轉換灰階

 

開始 

取出兩張背景相同 

主體晃動之影像 1、2 

將兩張圖片進行灰階

化，分別存入兩陣列 

灰階照片相減後的

相異點取絕對值進

行二值化存成影像 3 

開始 



 
(b) 

 
(c) 

 
(d) 

圖 3 實驗結果(a)原始影像(b)標註候選放

置浮水印位置(c)不擋住資訊執行結果(d)

尋找互補色執行結果 
 

5. 討論與結論 
5.1 結果 

本論文將有意義之主體與背景分開，並將可

視浮水印放置於背景之中不覆蓋到有意義之

物體，保存照片的主體的完整性，且可保護照

片的智慧財產。因為單純以變異數分類，對於

條紋式背景效果並不顯著，未來將對複雜之背

景進行研究，找出準確放置浮水印於毫無物體

之位置。 
5.2 與相關論文之比較 
 本論文將有意義之影像與背景分離，在找尋

最佳 logo 位置皆未把原始圖之顏色更改與[2]
把原始圖顏色更改不同，而在尋找最佳化位置

本論文加入了互補色之準則，較[2]呈現出來之

浮水印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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