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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电子装置、电子装置的控制方

法及存储介质。电子装置包括：特定操作部件；视

线检测单元，其被构造为检测用户相对于显示器

的观察位置；以及控制单元，其被构造为进行控

制，使得在预定条件被满足之后操作所述特定操

作部件的情况下，以基于由视线检测单元检测的

注视位置的位置为中心，根据对所述特定操作部

件进行的操作的次数或操作量，以至少三个级别

的显示倍率当中的显示倍率来放大或缩小在显

示器上显示的显示对象，所述预定条件是表示所

述显示对象被注视的事实。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10页  附图5页

CN 112040095 A

2020.12.04

CN
 1
12
04
00
95
 A



1.一种电子装置，所述电子装置包括：

特定操作部件；

视线检测单元，其被构造为检测用户相对于显示器的观察位置；以及

控制单元，其被构造为进行控制，使得在预定条件被满足之后操作所述特定操作部件

的情况下，以基于由视线检测单元检测的注视位置的位置为中心，根据对所述特定操作部

件进行的操作的次数或操作量，以至少三个级别的显示倍率当中的显示倍率来放大或缩小

在显示器上显示的显示对象，所述预定条件是表示所述显示对象被注视的事实。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装置，其中，所述控制单元还被构造为进行控制，使得在

所述预定条件被满足之前，即使操作了所述特定操作部件，也不改变所述显示对象的显示

倍率。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装置，其中，

所述特定操作部件是拨盘，并且

对所述特定操作部件的操作是转动所述拨盘。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装置，其中，

所述特定操作部件是按压按钮，并且

对所述特定操作部件的操作是按压所述按压按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装置，其中，

所述特定操作部件是触摸面板，并且

对所述特定操作部件的操作是触摸所述触摸面板。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装置，其中，所述预定条件是注视的时间段超过预定阈

值。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装置，其中，在满足所述预定条件的情况下，所述控制单

元进行控制，使得在显示器上显示指示观察位置的标志。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装置，其中，在所述预定条件被满足的情况下，控制单元

进行控制，使得在显示器上显示指示能够通过对特定操作部件的操作来放大或缩小的图

标。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电子装置，其中，所述控制单元在注视所述图标的时间段超过

第二阈值并且操作所述特定操作部件的情况下，还将显示倍率改变为实际大小。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电子装置，其中，所述控制单元进行控制，使得在注视所述图

标的时间段超过第三阈值的情况下，不执行通过操作所述特定操作部件而进行的放大或缩

小。

11.一种电子装置，所述电子装置包括：

特定操作部件；

视线检测单元，其被构造为检测用户相对于显示器的观察位置；以及

控制单元，其被构造为进行控制，使得

1)在第一操作模式的情况下，根据对所述特定操作部件的操作执行与显示器上显示的

显示对象的放大或缩小不同的特定功能，

2)在所述第一操作模式的情况下，在满足预定条件的情况下操作模式被切换为第二操

作模式，以及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12040095 A

2



3)在第二操作模式的情况下，以基于由视线检测单元检测的观察位置的位置为中心，

根据对所述特定操作部件进行的操作来放大或缩小显示对象。

12.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电子装置，其中，控制单元还进行控制使得，在第二操作模

式的情况下，以基于由视线检测单元检测的注视位置的位置为中心，根据对所述特定操作

部件进行的操作，以至少三个级别的显示倍率中当的与对所述特定操作部件进行的操作的

次数或操作量相对应的显示倍率，来放大或缩小显示对象。

13.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电子装置，其中，所述预定条件是表示在显示器上显示的显

示对象被注视的事实。

14.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电子装置，其中，在第一操作模式的情况下，控制单元进行

控制，使得根据对特定操作部件进行的操作，将在显示器上显示的显示对象切换为其他显

示对象，作为所述特定功能。

15.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电子装置，其中，

控制单元还被构造为进行控制，使得1)在第一操作模式的情况下，根据对所述特定操

作部件进行的操作，执行摄像单元的图像拍摄的图像拍摄设置的改变作为所述特定功能，

以及2)在第二操作模式的情况下，以基于由视线检测单元检测的观察位置的位置为中心，

根据对所述特定操作部件进行的操作，来放大或缩小实时图像，

所述实时图像由摄像单元拍摄并被显示为显示对象。

16.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电子装置，其中，图像拍摄的图像拍摄设置是快门速度、光

圈、曝光校正和ISO敏感度中的至少一项的设置。

17.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电子装置，其中，

能够经由目镜取景器的目镜观察显示器，并且

所述特定操作部件被布置于在用户的眼正与所述目镜取景器接触的状态下能够由保

持所述电子装置的手指操作的位置。

18.一种电子装置的控制方法，所述电子装置包括特定操作部件，所述控制方法包括：

视线检测步骤，检测用户相对于显示器的观察位置；以及

控制步骤，进行控制，使得在预定条件被满足之后操作所述特定操作部件的情况下，以

基于由视线检测步骤检测的注视位置的位置为中心，根据对所述特定操作部件进行的操作

的次数或操作量，以至少三个级别的显示倍率当中的显示倍率来放大或缩小在显示器上显

示的显示对象，所述预定条件是表示所述显示对象被注视的事实。

19.一种电子装置的控制方法，所述电子装置包括特定操作部件，所述控制方法包括：

视线检测步骤，检测用户相对于显示器的观察位置；以及

控制步骤，进行控制使得1)在第一操作模式的情况下，根据对所述特定操作部件的操

作执行与显示器上显示的显示对象的放大或缩小不同的特定功能，2)在所述第一操作模式

的情况下，在满足预定条件的情况下操作模式被切换为第二操作模式，以及3)在第二操作

模式的情况下，以基于由视线检测步骤检测的观察位置的位置为中心，根据对所述特定操

作部件进行的操作来放大或缩小显示对象。

20.一种计算机可读的存储介质，其存储有使计算机用作根据权利要求1-17中的任一

项所述的电子装置的各个单元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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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装置、电子装置的控制方法及存储介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放大或缩小显示对象的电子装置、该电子装置的控制方法以及存储介

质。

背景技术

[0002] 能够根据用户对图像的视线来控制显示器上所显示的图像的电子装置已被使用。

[0003] 日本特开H7-283991号公报公开了一种技术，该技术判定通过视线输入所输入的

位置是否在可选区域内，如果是，则以输入位置为中心放大图像。

[0004] 然而，根据日本特开H7-283991号公报中公开的技术，显示对象图像仅以预定倍率

被放大，而不能以用户期望的倍率被放大/缩小。

发明内容

[0005] 鉴于前述内容，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电子装置，该电子装置将与用户视线相

对应的位置处的显示对象放大或缩小，并且能够以用户期望的倍率来放大或缩小显示对

象。

[0006] 本发明的一个方面是：

[0007] 一种电子装置，所述电子装置包括：

[0008] 特定操作部件；

[0009] 视线检测单元，其被构造为检测用户相对于显示器的观察位置；以及

[0010] 控制单元，其被构造为进行控制，使得在预定条件被满足之后操作所述特定操作

部件的情况下，以基于由视线检测单元检测的注视位置的位置为中心，根据对所述特定操

作部件进行的操作的次数或操作量，以至少三个级别的显示倍率当中的显示倍率来放大或

缩小在显示器上显示的显示对象，所述预定条件是表示所述显示对象被注视的事实。

[0011] 通过以下参照附图对示例性实施例的描述，本公开的其他特征将变得清楚。

附图说明

[0012] 图1A和图1B是根据一个实施例的数字照相机的外观图；

[0013] 图2是根据该实施例的数字照相机的框图；

[0014] 图3是描绘根据该实施例的倍率改变处理的流程图；以及

[0015] 图4A至图4D是用于描述根据该实施例的倍率改变的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第一实施例

[0017] 数字照相机100的外观图

[0018] 将参照附图描述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图1A和图1B是数字照相机100的外观图，

即，本发明可应用于的装置的示例。图1A是数字照相机100的正面立体图，图1B是数字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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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100的后面立体图。

[0019] 显示单元28是布置在数字照相机100的背面上的显示器，并且显示图像和各种信

息。触摸面板70a检测在显示单元28的显示面(触摸操作面)上进行的触摸操作。取景器外显

示单元43是布置在数字照相机100的上面的显示器，并且显示数字照相机100的诸如快门速

度和光圈等的各种设定值。快门按钮61是指示拍摄图像的操作部件。模式选择开关60是用

于切换各种模式的操作部件。端子盖40是保护将数字照相机100连接到外部装置的连接器

(未示出)的盖。

[0020] 主电子拨盘71是旋转操作部件，并且通过转动主电子拨盘71能够改变诸如快门速

度和光圈等设定值。电源开关72是用于切换数字照相机100的电源的打开/关闭(ON/OFF)的

操作部件。副电子拨盘73是旋转操作部件，并且例如通过转动副电子拨盘73能够进行选择

框(光标)的移动和图像转发。四向键74被构造为使得可以分别按压该键的上部、下部、左部

和右部，从而可以进行与四向键74的被按压部分相对应的处理。SET按钮75是按压按钮(按

钮)，并且主要用于判定所选择项目。

[0021] 视频按钮76用于指示开始或停止视频拍摄(记录)。AE锁定按钮77是按压按钮，并

且可以通过在图像拍摄待机状态下按下AE锁定按钮77来固定曝光状态。放大按钮78是用于

在图像拍摄模式的实时取景显示(LV显示)中切换放大模式(ON/OFF)的操作按钮。如果在将

放大模式设置为ON之后操作主电子拨盘71，则可以放大或缩小实时取景图像(LV图像，实时

图像)。在再现模式下，放大按钮78用作放大再现图像或增大放大比率的操作按钮。再现按

钮79是用于切换图像拍摄模式和再现模式的操作按钮。如果在图像拍摄模式下按下再现按

钮79，则该模式改变为再现模式，在再现模式下，将记录在记录介质200(稍后描述)中的图

像当中的最新图像显示在显示单元28上。菜单按钮81是用于指示显示菜单画面的按压按

钮，并且如果按压菜单按钮81，则在显示单元28上显示使得能够进行各种设置的菜单画面。

用户能够使用显示在显示单元28上的菜单画面、四向键74和设置(SET)按钮75直观地进行

各种设置。

[0022] 通信端子10是数字照相机100与镜头单元150(可拆卸，稍后描述)进行通信的通信

端子。目镜16是目镜取景器(窥视型取景器)的目镜部分，并且用户可以经由目镜16观察在

内部EVF  29(稍后描述)上显示的图像。目镜检测单元57是检测用户(图像拍摄者)的眼是否

正在与目镜16接触的眼接触(眼接近)检测传感器。盖202是存储记录介质200(稍后描述)的

槽的盖。握持部90是保持单元，其形状使得用户能够在拍摄图像时用右手保持数字照相机

100。当用户在眼与目镜16接触的同时，通过用小指、无名指和中指握持该握持部90来保持

数字照相机100时，快门按钮61和主电子拨盘71处于可以用右手的食指操作的位置。在这种

状态下，副电子拨盘73处于可以由右手的大拇指操作的位置。拇指托91(拇指待用位置)是

设置在数字照相机100的背面侧上的、在不操作任何操作部件的情况下可容易地安放保持

该握持部90的右手大拇指的位置的握持部件。拇指托91由橡胶部件等构成，以增强保持力

(握持感)。

[0023] 数字照相机100的构造框图

[0024] 图2是描绘数字照相机100的构造示例的框图。透镜单元150是配备有可更换图像

拍摄透镜的透镜单元。透镜103通常由多个透镜构成，但为了简化在图2中例示为一个透镜。

通信端子6是用于透镜单元150向数字照相机100通信的通信端子，并且通信端子10是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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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照相机100向透镜单元150通信的通信端子。透镜单元150经由这些通信端子6和10与系

统控制单元50进行通信。然后透镜单元150使用内部透镜系统控制电路4经由光圈驱动电路

2控制光圈1。透镜单元150还通过使用镜头系统控制电路4经由AF驱动电路3移动透镜103来

进行对焦。

[0025] 快门101是焦平面快门，其可以基于系统控制单元50的控制来自由地控制摄像单

元22的曝光时间。

[0026] 摄像单元22是由CCD、CMOS元件等构成的图像拾取元件，以将光学图像转换成电信

号。摄像单元22可以包括将离焦量信息输出到系统控制单元50的摄像平面相位差传感器。

[0027] 图像处理单元24对来自A/D转换器23的数据或对来自存储器控制单元15的数据进

行预定处理(例如，像素插值、诸如缩小等大小调整、颜色转换处理)。图像处理单元24还使

用拍摄的图像数据进行预定的算术处理，并且系统控制单元50基于图像处理单元24获取的

算术结果进行曝光控制和距离测量控制。从而，进行通过镜头(TTL)型自动对焦(AF)处理、

自动曝光(AE)处理、预闪光发射(EF)处理等。此外，图像处理单元24使用拍摄的图像数据进

行预定的算术处理，并基于获取的算术结果进行TTL型自动白平衡(AWB)处理。

[0028] 存储器控制单元15控制A/D转换器23、图像处理单元24和存储器32之间的数据发

送和接收。来自A/D转换器23的输出数据经由图像处理单元24和存储器控制单元15被写入

存储器32。在某些情况下，来自A/D转换器23的输出数据不经由图像处理单元24，而经由存

储器控制单元15被写入存储器32。存储器32存储由摄像单元22获取的并由A/D转换器23转

换为数字数据的图像数据和要在显示单元28或EVF  29上显示的图像数据。存储器32具有足

以存储预定数量的静止图像以及预定时长的运动图像和声音的存储容量。

[0029] 存储器32也是用于图像显示的存储器(视频存储器)。写入到存储器32中的要显示

的图像数据经由存储器控制单元15显示在显示单元28或EVF  29上。显示单元28和EVF  29根

据来自存储器控制单元15的信号分别在诸如LCD和有机EL等的显示器上进行显示。通过将

由A/D转换器23进行AD转换并存储在存储器32中的数据依次传输到显示单元28或EVF  29并

显示数据来进行实时取景(LV)显示。通过实时取景显示而显示的图像称为实时取景图像

(LV图像)。

[0030] 视线检测单元160(眼追踪器，眼追踪单元)检测用户在目镜16处的视线。视线检测

单元160由二向色镜162、成像透镜163、视线检测传感器164、视线检测电路165和红外发光

二极管166构成。由于系统控制单元50可以根据对视线的检测执行预定处理，所以视线检测

单元160可以被视为操作单元70。

[0031] 红外发光二极管166是检测用户在取景器画面中的观察位置的发光元件，并且向

用户的眼球(眼)161照射红外光。从红外发光二极管166发出的红外光被眼球(眼)161反射，

并且反射的红外光到达二向色镜162。二向色镜162仅反射红外光，并且允许可见光通过。光

路被改变的反射红外光，经由成像透镜163在视线检测传感器164的摄像平面上形成像。成

像透镜163是构成视线检测光学系统的光学部件。视线检测传感器164由诸如CCD型图像传

感器等的摄像设备构成。

[0032] 视线检测传感器164将进入的反射红外光光电转换为电信号，并且将电信号输出

至视线检测电路165。视线检测电路165基于来自视线检测传感器164的输出信号，根据用户

的眼球(眼)161的移动来检测用户的观察位置，并将检测信息输出到系统控制单元50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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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判定单元170。

[0033] 视线输入设置单元167设置视线检测电路165(视线检测单元160)的检测视线有

效/无效。可选择地，视线输入设置单元167设置系统控制单元50使用视线输入进行的处理

有效/无效。例如，用户可以通过在操作单元70上进行的操作来自由地设置该有效/无效。

[0034] 注视判定单元170基于从视线检测电路165接收到的检测信息，在用户的视线固定

在区域上的时间段长于预定阈值时，判定用户在注视该区域。因此，该区域被视为注视位置

(注视区域)，注视位置是用户在注视的位置。此处的“视线...固定在区域上”是指移动视线

的平均位置在该区域内至少持续预定时间段，并且观察位置的变化(离散)小于预定值。预

定阈值可以由系统控制单元50自由地改变。系统控制单元50可以基于从视线检测电路165

接收到的检测信息来执行与注视判定单元170相同的功能，而不是包括注视判定单元170作

为独立的块。

[0035] 照相机的诸如快门速度和光圈等的各种设定值，经由取景器外显示单元驱动电路

44显示在取景器外显示单元43上。

[0036] 非易失性存储器56是电可擦除和可记录的存储器，例如闪速ROM。在非易失性存储

器56中，例如记录用于操作系统控制单元50的常量和程序。这里的“程序”是指用于执行稍

后将在本实施例中描述的各种流程图的程序。

[0037] 系统控制单元50是由至少一个处理器或电路构成的控制单元，并且整体控制数字

照相机100。系统控制单元50通过执行记录在上述非易失性存储器56中的程序来实现本实

施例的各个处理(稍后描述)。系统存储器52例如是RAM，并且系统控制单元50在系统存储器

52中展开用于操作系统控制单元50的常量和变量以及从非易失性存储器56读取的程序。系

统控制单元50还通过控制存储器32、显示单元28等来控制显示。

[0038] 系统计时器53是时钟单元，其测量用于各种控制的时间和内部时钟的时间。

[0039] 例如，电源控制单元80由电池检测单元、DC-DC转换器、用于切换要通电的块的开

关电路构成，并且检测是否安装了电池、电池的类型以及电池电量的剩余量。电源控制单元

80还基于检测结果和系统控制单元50的指令来控制DC-DC转换器，并且在需要的时间段内

向包括记录介质200的各个单元供给需要的电压。电源单元30由一次电池(例如碱电池、锂

电池)、二次电池(例如NiCd电池、NiMH电池、Li电池)、AC适配器等构成。

[0040] 记录介质I/F  18是与记录介质200(例如，存储卡、硬盘)的接口。记录介质200是用

于记录拍摄图像的诸如存储卡等记录介质，并且由半导体存储器、磁盘等构成。

[0041] 通信单元54向/从以无线方式连接的或经由线缆连接的外部装置发送/接收视频

信号和声音信号。通信单元54还可以与无线局域网(LAN)和因特网连接。通信单元54还可以

经由蓝牙(R)与外部装置进行通信或与蓝牙(R)低能耗设备进行通信。通信单元54可以发送

由摄像单元22拍摄的图像(包括LV图像)和记录在记录介质200中的图像，并且可以从外部

装置接收图像数据和各种其他信息。

[0042] 朝向检测单元55检测数字照相机100相对于重力方向的朝向。基于朝向检测单元

55检测到的朝向，可以判定摄像单元22拍摄的图像是由水平保持的数字照相机100拍摄的

图像还是由竖直保持的数字照相机100拍摄的图像。系统控制单元50可以将根据由朝向检

测单元55检测到的朝向的朝向信息附加到由摄像单元22拍摄的图像的图像文件，或者可以

旋转并记录该图像。对于朝向检测单元55，可以使用加速度传感器、陀螺仪传感器等。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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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朝向检测单元55的加速度传感器或陀螺仪传感器来检测数字照相机100的运动(例如，

摇动、倾斜、抬升、保持静止)。

[0043] 目镜检测单元57检测眼(物体)161向/从目镜取景器17(以下称为“取景器”)的目

镜16的接近(接触)和后退(释放)。系统控制单元50根据目镜检测单元57检测到的状态，在

显示(显示状态)/不显示(非显示状态)之间切换显示单元28和EVF  29的状态。具体而言，在

状态是图像拍摄待机状态并且显示目的地的切换被设置为自动切换的情况下，在非眼接触

状态(非眼接近状态)期间，显示目的地是显示单元28(显示为ON)并且EVF  29被设置为不显

示。另一方面，在眼接触状态(眼接近状态)期间，显示目的地是EVF  29(显示为ON)，并且显

示单元28被设置为不显示。对于目镜检测单元57，例如，可以使用红外接近传感器，以检测

物体对包括EVF  29的取景器17的目镜16的接近。当物体接近时，从目镜检测单元57的发光

单元(未示出)发出的红外光被物体反射，并且由红外接近传感器的光接收单元(未示出)接

收。通过接收的红外光的量，可以判定物体到目镜16的距离(目镜距离)。以这种方式，目镜

检测单元57通过检测物体到目镜16的接近距离来检测眼接触。如果在非眼接触状态下(非

接近状态)检测到接近目镜16的物体在预定距离内，则判定眼接近了目镜16。如果在眼接触

状态(接近状态)下检测到接近的物体的距离大于预定距离，则判定眼已经后退。例如，可以

通过滞后来区分用于检测眼接触的阈值和用于检测眼后退的阈值。在检测到眼接触之后，

假定眼接触状态持续到检测到眼后退为止。在检测到眼后退之后，假定非眼接触状态持续

到检测到眼接触为止。红外接近传感器仅是示例，并且其他类型的传感器也可以用于目镜

检测单元57，只要该传感器可以检测到眼或可以被判定为眼接触的物体的接近即可。

[0044] 系统控制单元50可以通过控制注视判定单元170或目镜检测单元57来检测对目镜

16的以下操作或目镜16的状态。

[0045] ·未转向目镜16的视线转向目镜16，即开始视线输入

[0046] ·视线正被输入到目镜16

[0047] ·正注视目镜16

[0048] ·朝向目镜16的视线后退，即结束视线输入

[0049] ·没有视线输入到目镜16

[0050] 这些操作、状态和视线相对于目镜16的位置(方向)经由内部总线通知给系统控制

单元50，并且系统控制单元50基于通知的信息判定在目镜16上进行的操作的种类(视线操

作)。

[0051] 操作单元70是从用户接收操作指令(用户操作)的输入单元，并且用于将各种操作

指令输入到系统控制单元50。如图2所示，操作单元70包括模式选择开关60、快门按钮61、电

源开关72和触摸面板70a。操作单元70还包括其他操作部件70b，例如主电子拨盘71、副电子

拨盘73、四向键74、SET按钮75、视频按钮76，AE锁定按钮77、放大按钮78、再现按钮79和菜单

按钮81。

[0052] 模式选择开关60例如将系统控制单元50的操作模式切换为静止图像拍摄模式、运

动图像拍摄模式或再现模式。静止图像拍摄模式中包括的模式是：自动图像拍摄模式、自动

场景判定模式、手动模式、光圈优先模式(Av模式)、快门速度优先模式(Tv模式)和程序AE模

式(P模式)。还包括针对各个图像拍摄场景进行图像拍摄设置的各种场景模式和自定义模

式。使用模式选择开关60，用户可以直接选择这些模式中的任何一种。用户还可以首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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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选择开关60选择图像拍摄模式列表画面，然后使用其他操作部件选择列表上显示的多

个模式中的任何一个。以相同的方式，可以在运动图像拍摄模式中包括多个模式。

[0053] 快门按钮61包括第一快门开关62和第二快门开关64。在快门按钮61的中间操作

中，即，在半按下状态(图像拍摄准备指令)下，第一快门开关62被接通并产生第一快门开关

信号SW1。系统控制单元50通过第一快门开关信号SW1，开始图像拍摄准备操作，诸如自动对

焦(AF)处理、自动曝光(AE)处理、自动白平衡(AWB)处理和预闪光(EF)处理。当对快门按钮

61的操作完成时，即，在完全按下状态(图像拍摄指令)时，第二快门开关64被接通，并且生

成第二快门开关信号SW2。系统控制单元50通过第二快门开关信号SW2，开始从摄像单元22

读取信号到将拍摄的图像作为图像文件写入记录介质200的一系列图像拍摄处理的操作。

[0054] 触摸面板70a和显示单元28可以集成在一起。例如，触摸面板70a被构造为使得透

光率不干扰显示单元28上的显示，并且被叠加在显示单元28的显示平面的上层上。触摸面

板70a上的输入坐标与显示单元28的显示平面上的显示坐标相对应。由此，可以提供使得用

户能够直接操作在显示单元28上显示的画面的图形用户界面(GUI)。系统控制单元50能够

检测触摸面板70a上的以下操作或其状态。

[0055] 未触摸触摸面板70a的手指或笔对触摸面板70a进行触摸，即，开始触摸(以下称为

“开始触摸”)。

[0056] ·手指或笔正在对触摸面板70a进行触摸(以下称为“触摸持续”)。

[0057] ·手指或笔在对触摸面板70a进行触摸的状态下移动(以下称为“触摸移动”)。

[0058] ·从触摸面板70a释放正在对触摸面板70a进行触摸的手指或笔，即触摸结束(以

下称为“触摸完成”)。

[0059] ·没有任何东西触摸该触摸面板70a(以下称为“无触摸”)。

[0060] 当检测到“开始触摸”时，也会同时检测到“触摸持续”。除非在“开始触摸”后检测

到“触摸完成”，否则通常会连续检测到“触摸持续”。同样地，当检测到“触摸移动”时，也同

时检测到“触摸持续”。即使检测到“触摸持续”，除非触摸位置正在移动，否则也不会检测到

“触摸移动”。当检测到所有手指或笔都“触摸完成”时，检测到“无触摸”。

[0061] 经由内部总线将对触摸面板70a进行触摸的手指或笔的这些操作、状态和位置坐

标通知给系统控制单元50。然后，基于所通知的信息，系统控制单元50判定在触摸面板70a

上进行的操作(触摸操作)的种类。对于“触摸移动”，系统控制单元50还可以基于位置坐标

的变化分别针对触摸面板70a上的垂直分量和水平分量，来判定手指或笔在触摸面板70a上

移动的移动方向。如果检测到“触摸移动”持续了至少预定距离，则系统控制单元50判定进

行了滑动操作。在触摸状态下使手指在触摸面板70a上快速移动一定距离并释放手指的操

作被称为“轻拂”。换句话说，轻拂是在触摸面板70a上快速地移动手指并释放的操作。如果

检测到在预定速度或更快速度的“触摸移动”持续了至少预定距离，并且之后检测到“触摸

完成”，则系统控制单元50判定进行了轻拂(判定在滑动操作之后进行了轻拂)。此外，将同

时触摸多个点(例如，两个点)(多点触摸)并将这些触摸位置移动到一起的触摸操作称为

“捏合(pinch-in)”，移动这些触摸位置以进一步分开的触摸操作称为“捏放(pinch-out)”。

“捏合”和“捏放”统称为捏操作(或简称为“捏”)。对于触摸面板70a，可以使用各种类型的触

摸面板，例如电阻膜型、电容型、面声波型、红外型、电磁感应型、图像识别型和光学传感器

型。一种类型是当实际接触触摸面板时检测触摸，一种类型是当手指或笔接近触摸面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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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触摸，但是可以使用任一种类型。

[0062] 放大/缩小处理

[0063] 将参照图3中的流程图描述根据本实施例的静止图像(显示对象)的放大/缩小(变

焦(zooming))处理。当系统控制单元50将存储在非易失性存储器56中的程序在系统存储器

52中展开，并且执行该程序以控制各个功能块时，实现图3的流程图中的各个处理。当启动

数字照相机100并且系统控制单元50控制目镜检测单元57并且检测到用户的眼161接触了

目镜16时，该流程图的处理开始。

[0064] 在S301中，系统控制单元50判定EVF  29是否正在再现静止图像。如果正在再现静

止图像，如图4A所示，诸如图像拍摄条件的信息也可以显示在EVF  29上。如果正在再现静止

图像，则处理前进到S302，否则(例如，没有再现静止图像而是显示LV或菜单画面)，则前进

到S307。在该实施例中，系统控制单元50判定是否正在再现静止图像，但是显示对象不限于

静止图像，并且系统控制单元50可以判定是否正在显示(再现)诸如运动图像、文本、图案和

表格等的任意显示对象。

[0065] 在S302中，系统控制单元50控制注视判定单元170(视线检测单元160)，并且根据

是否满足与注视状态对应的预定条件来判定是否正注视EVF  29上再现的静止图像。如果发

生注视，则处理前进到S303，否则，处理前进到S301。

[0066] 如上所述，“注视”是指观察位置(被计算为用户正在观察的位置的位置)固定了至

少预定时间段的状态。例如，如果从某个时刻起经过了预定时间段观察位置仍未偏离以某

个位置为中心的预定范围，则判定发生了注视。或者，当从某个时刻起经过了预定时间段观

察位置的偏差仍是阈值或更小时，则判定为发生了注视。

[0067] 在S302中，当系统控制单元50判定发生了注视时，处理前进到S303，但是，在与此

不同的情况下，处理可以前进到S303。例如，在S302中，系统控制单元50控制注视判定单元

170，并判定注视时间段(注视持续的时间段)是否超过预定阈值。然后，如果注视时间段超

过预定阈值，则处理可以前进到S303，否则，处理可以前进到S301。具体而言，即使观察位置

固定了2秒并且系统控制单元50判定发生了注视，除非注视持续了5秒，否则处理也不会前

进到S303。

[0068] 在S303中，系统控制单元50将非倍率改变模式改变为倍率改变模式，非倍率改变

模式是倍率改变模式之外的操作模式，倍率改变模式是可以通过诸如转动副电子拨盘73的

操作来改变(变焦放大/缩小(zoomed  in/out))静止图像的倍率(显示倍率)的操作模式。换

句话说，根据本实施例，一旦判定发生了注视，状态就改变，使得即使此后视线的位置改变

(不再注视)，也可以通过诸如转动副电子拨盘73等的操作来改变静止图像的倍率。在倍率

改变模式下，改变静止图像的倍率的操作不限于转动副电子拨盘73的操作。例如，在倍率改

变模式下，可以根据诸如对按压按钮(例如，四向键74)进行按压、对触摸面板70a进行触摸，

以及用户对EVF  29上显示的预定图标的视线输入等操作来改变静止图像的倍率。

[0069] 如图4B所示，在S303中，系统控制单元50显示视线框，视线框是指示视线在静止图

像中的指向(发生注视)的位置(区域)的框，并且在EVF  29上显示指示当前模式是倍率改变

模式的图标，例如倍率改变模式标记。例如，在静止图像的观察位置处显示(叠加)用虚线表

示的放大框401，并且放大镜标记402被显示为图标以指示当前模式是倍率改变模式。视线

框的大小可以是以观察位置为中心的较大区域，但是用于指示观察位置的显示不限于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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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而是可以是指示观察位置的中心点的显示，只要该显示可以指示观察位置即可。指示倍

率改变模式的图标不限于放大镜标记402，而可以是诸如箭头标记的任意标记，或者可以不

显示图标本身。

[0070] 在S304中，系统控制单元50判定是否在诸如副电子拨盘73的操作部件上进行了改

变静止图像的倍率(显示倍率)的操作。如果进行了该操作，则处理前进到S305，否则，前进

到S306。

[0071] 在作为倍率改变模式以外的操作模式的非倍率改变模式中，可以将与用于改变静

止图像的倍率的功能不同的功能分配给副电子拨盘73。在与倍率改变模式不同的静止图像

再现模式下(当再现静止图像时)，可以将用于将图像改变为下一图像或跳转至第十图像的

改变功能分配给副电子拨盘73。即，改变功能是将当前在EVF  29上显示的显示对象切换为

不同的显示对象的功能。

[0072] 在S305中，系统控制单元50根据操作部件进行操作的方向和操作量(操作次数)来

进行对静止图像(显示对象)的放大/缩小(变焦放大/缩小)。例如，如果从数字照相机100的

背面侧观察时将副电子拨盘73向右转动，则系统控制单元50以注视位置(视线框)为中心放

大静止图像。如果从数字照相机100的背面侧观察时将副电子拨盘73向左转动，则系统控制

单元50以注视位置(视线框)为中心缩小静止图像。不一定总是以注视位置为中心放大/缩

小图像，并且可以以视线框的四个角之一为中心放大/缩小图像。

[0073] 在这里，图4C示出以预定倍率放大的静止图像的显示示例。在图4C中，例示了当图

4B中的静止图像以注视框(放大框)401为中心被放大时显示的图像。根据对具有放大/缩小

功能的操作部件设置的操作量或操作次数来放大/缩小静止图像。例如，根据在拨盘在旋转

时机械地点击(click)的情况下的点击次数，或者在拨盘不点击的情况下的拨盘的移动量，

或者在使用按压按钮的情况下的按压的次数，或者在使用触摸面板的情况下的手指的移动

距离，来设置放大倍率。然后，基于该放大倍率，来放大静止图像。可以将对在EVF  29上显示

的预定图标的注视时间段的持续时间视为操作量，并且由此可以判定放大倍率。例如，当向

右转动拨盘时每次点击拨盘，系统控制单元50将静止图像放大一级(例如放大1.2倍)，并且

在向左转动拨盘时每次点击拨盘将静止图像缩小一级(例如缩小到5/6)。例如，一次可以执

行三级或更多级的放大或缩小，并且如果拨盘一次被转动很多(多次点击)，则静止图像将

被多级放大，如×2、×5和×10。在显示菜单画面的状态下可以允许用户改变放大倍率的比

率。

[0074] 在S306中，系统控制单元50判定是否清除了倍率改变模式。如果清除了倍率改变

模式，则处理前进到S301，否则，处理前进到S304。例如，系统控制单元50在注视预定图标

(例如，倍率改变模式标记)的持续时间超过预定值的情况下，或者在预定时间段内不进行

任何操作的情况下，清除倍率改变模式。换句话说，系统控制单元50进行控制，使得不通过

对诸如副电子拨盘73等的操作部件的操作来执行静止图像的变焦放大/缩小。

[0075] 在S307中，系统控制单元50控制目镜检测单元57，并判定用户的眼接触(眼接近)

是否持续(是否没有清除眼接触检测)。如果眼接触继续，则处理前进到S301，否则，该流程

图中的所有处理结束。

[0076] 如果在S302中检测到注视，则将副电子拨盘73的功能改变为倍率改变功能，但是

功能改变不限于检测到注视的情况。例如，系统控制单元50可以在S303中显示预定的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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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倍率改变模式标记)，并且当检测到视线在该图标上时，将该功能改变为倍率改变功

能。此外，当按压预定按钮(例如，放大按钮78)时或在触摸面板70a上检测到触摸时，系统控

制单元50可以将功能改变为倍率改变功能。在改变副电子拨盘73的功能的条件不是发生注

视的情况下，例如，如果在未检测到注视的状态下转动副电子拨盘73，则系统控制单元50可

以以静止图像的中心为中心改变倍率。

[0077] 在S303中显示视线框之后，存在操作视线框的一些可能的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当

处理前进到S303时固定视线框并维持在相同位置直到清除倍率改变模式的方法。在这种方

法的情况下，一旦固定了视线框的位置，就可以容易地以该位置为中心来改变倍率，但是如

果该位置不正确，则不能改变视线框的位置。第二种方法是一旦显示了视线框就允许视线

框跟随用户的视线的方法。对于跟随方法，例如，可以使用在发生注视时移动框的方法，或

者不管是否发生注视都连续跟随用户的视线的方法。具体地，可以使用跟随用户的视线直

到副电子拨盘73被操作一次，然后将副电子拨盘73维持在相同位置直到倍率改变模式被清

除为止的方法，或者总是跟随用户的视线而不管对副电子拨盘73的操作的方法。可以根据

情况使用上述方案，或者用户可以选择适当的方案。

[0078] 在S305中将静止图像从原始大小(实际大小，全范围)缩小的情况下，系统控制单

元50可以在EVF  29上显示包括该静止图像的多个图像的列表，如图4D所示。在此，例如，系

统控制单元50可以根据副电子拨盘73的转动量(操作量)来增加要显示的图像的数量。当用

户在预定图标(例如，倍率改变模式标记)处的注视时间段超过预定时间段并且副电子拨盘

73被转到减小方向时，系统控制单元50可以立即将静止图像返回到原始大小(实际大小)。

此外，当按压预定按钮(例如，放大按钮78)时，或者当检测到对触摸面板70a的触摸时，系统

控制单元50可以将静止图像返回到原始大小。

[0079] 如上所述，根据第一实施例的数字照相机使得图像能够以用户期望的倍率放大/

缩小。此外，可以在维持眼与目镜取景器的目镜接触(眼接近)的状态下进行放大/缩小，因

此用户可以舒适地检查图像。

[0080] 在上述实施例中，将被再现和显示的静止图像的示例描述为放大/缩小的目标，但

是本发明不限于此。在LV显示模式中(在图像拍摄模式中进行LV显示期间)将模式更改为倍

率改变模式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对副电子拨盘73的操作(不是通过光学变焦而是通过电子

变焦进行处理)，以从三个级别的显示倍率中选择的显示倍率来放大/缩小LV图像。从非倍

率改变模式到倍率改变模式的切换以与在S302和S303中描述的处理相同的方式进行。在这

种情况下，如果模式是LV显示模式和非倍率改变模式，可以将改变图像拍摄设置(曝光设

置、图像质量设置)的功能(例如改变快门速度、光圈、曝光校正和ISO感光度中的任一设定

值的功能)分配给副电子拨盘73。由此，用户可以在眼与目镜16接触的同时，使用视线和副

电子拨盘73来快速直观地放大LV图像的期望位置，并在这种状态下直接按压快门按钮61。

换句话说，可以密切、快速地检查LV图像并拍摄该图像，而不会错过最佳拍摄时刻。

[0081] 根据本实施例的电子装置不限于数字照相机100。例如，电子装置可以是具有视线

检测单元的PC，该视线检测单元检测相对于PC监视器的观察位置。在这种PC构造的情况下，

例如，当在用户注视监视器上显示的显示对象的状态下转动鼠标滚轮时，可以根据滚动量

以注视点为中心放大/缩小显示对象。视线检测单元可以嵌入到PC中，也可以从外部连接到

PC(在这种情况下，PC会根据由作为外部装置的视线检测设备通知的各种命令进行与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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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相似的处理)。放大/缩小的目标不限于拍摄图像或再现的静止图像，而可以是在PC监

视器上显示的任何显示对象。换句话说，即使放大/缩小的显示对象是运动图像、动画、图

形、表格、文本、网站等，本发明也适用。

[0082] 视线检测单元160(视线检测单元)的构造不限于图2中的构造，其可以是不包括作

为发光单元的红外发光二极管166的构造。在这种情况下，视线检测单元160基于由视线检

测传感器164(摄像传感器)摄像的眼白和眼虹膜的位置关系，或者由进入瞳孔的光的反射

生成的角膜反射图像的位置关系，来检测视线的方向。

[0083] 根据本发明，在根据用户视线的位置处放大/缩小显示对象的电子装置中，可以以

用户期望的倍率放大/缩小图像。

[0084] 这里描述的假定由系统控制单元50进行的各种控制可以由一个硬件组件进行，或

者整个装置可以由共享处理的多个硬件组件(例如，多个处理器或电路)控制。

[0085] 尽管已经参照优选实施例描述了本发明，但是本发明不限于这些具体实施例，而

是包括不脱离本发明的实质的范围内的各种模式。上述各个实施例仅是本发明的示例，各

个实施例可以根据需要进行组合。

[0086] 以将本发明应用于数字照相机的情况为示例描述了实施例，但是本发明不限于该

示例，并且可以应用于能够检测正在注视显示器上所显示的显示对象的用户视线的任何电

子装置。换句话说，本发明可以应用于个人计算机、PDA、便携式电话终端、便携式图像查看

器、包括显示器的打印机、数码相框、音乐播放器、游戏机和电子书阅读器。

[0087] 此外，本发明不仅可以应用于独立的摄像装置，而且还可以应用于与摄像装置(包

括网络摄像机)以无线方式通信或经由线缆通信并远程控制摄像装置的控制装置。远程控

制摄像装置的装置的示例是：智能电话、平板PC和台式PC。可以基于控制装置进行的操作或

控制装置进行的处理，通过从控制装置侧向摄像装置侧通知用于进行各种操作和设置的命

令来远程控制摄像装置。摄像装置拍摄的实时取景图像可以通过无线方式或经由线缆接

收，并显示在控制装置侧。

[0088] 其他实施例

[0089] 本发明的实施例还可以通过如下的方法来实现，即，通过网络或者各种存储介质

将执行上述实施例的功能的软件(程序)提供给系统或装置，该系统或装置的计算机或是中

央处理单元(CPU)、微处理单元(MPU)读出并执行程序的方法。

[0090] 尽管已经描述了示例性实施例，但是应当理解，本公开不限于所公开的示例性实

施例。所附权利要求的范围应被赋予最宽的解释，以涵盖所有这类变型例以及等同的结构

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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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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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A

图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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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C

图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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