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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利用指紋辨識模組擷取指紋圖像與影像處理技術對所抓取之指紋作前處理，抓取特徵值，並利用灰色理論之灰關聯

度，分析比對指紋之正確性與預測排序指紋之關聯性。傳統指紋辨識系統與掃描圖像的技術已行之有年，通常是以影像處

理系統或指紋模組掃描圖像，並對掃得之指紋圖像作前處理，前處理包括了：去雜訊、二值化、細線化、平滑遮罩、強化

影像˙˙˙等等。接著建檔成資料庫，抓取特徵值或特徵點再從資料庫中比對，驗證比對結果是否正確。但若對於指紋影

像有破損殘缺亦或是指紋數目不足五根者，則無法顯示出正確性，指紋比對當然也無法成功。有鑑於此，吾人加入了灰色

理論之灰關聯度，藉由其比對及預測關聯度之特點，與傳統指紋辨識方法作一比較與驗證，並達成理論與實務之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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