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 章 Chapter 3

StableDiffusion的界面

本章学习要点:

• 掌握StableDiffusionWebUI基本功能和操作流程。

• 掌握种子值在图像生成中的作用及其设置方法。

• 掌握采样方法、迭代步数以及生成批次与单批数量对生成图像的影响。

• 掌握输出分辨率的设置及其对图像质量的影响。

• 掌握高清修复功能的相关操作。

• 掌握脚本功能的应用。

3.1 功能选项

StableDiffusion的每种选项卡都具备独特功能,可以根据需求灵活选用。下面介绍各

选项卡的功能,并举例说明一些常用功能的作用与使用方法。因为版本与系统的原因,选项

名称可能会翻译不一致,但其功能都是相同的。

1.文生图功能。此功能能够通过文字提示词生成相应的图像,其界面如图3.1所示。

图3.1 文生图界面

文生图案例如下。
步骤1:选择一个写实风格的大模型,如图3.2所示。

图3.2 选择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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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在正向提示词对话框输入相关描述“一只猫”,对应的英文提示词为“1cat”,如
图3.3所示。

步骤3:单击生成按钮,生成图像,如图3.4所示。通过提示词引导,系统生成了一只猫

的图像。

图3.3 设置提示词
 

图3.4 生成一只猫的图像

2.图生图功能。此功能用于结合图像和输入的提示词派生出新的图像,其界面如图3.5
所示。

图3.5 图生图界面

图生图案例如下。
步骤1:选择“麦橘写实”大模型,如图3.6所示。
步骤2:输入相关描述“一个女孩”,对应的英文提示词为“agirl”,如图3.7所示。

图3.6 选择大模型
 

图3.7 设置提示词

步骤3:导入一张女孩图像到图生图界面,以这张图像为生成图的参考,如图3.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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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导入女孩图像到图生图界面

步骤4:选择重绘幅度选项,调整重绘幅度数值至“0.4”,如图3.9所示。

图3.9 重绘“重绘幅度”

步骤5:单击生成按钮,生成图像,图生图功能可以利用参考图像和提示词结合生成新

的图像,如图3.10所示。

3.后期处理功能。此功能用于提升图像分辨率,即图像放大功能。该功能可以批量处

理放大图像,其界面如图3.11所示。

图3.10 生成相同内容但不同风格

的女孩图像

 
图3.11 后期处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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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处理案例如下。
步骤1:导入一张人物图像到后期处理界面,如图3.12所示。

图3.12 导入女孩图像到附加功能界面

步骤2:设置缩放比例为2(数值越大,图像放大的尺寸越大),选择放大算法为“R-
ESRGAN4x+”模式,如图3.13所示。R-ESRGAN4x+是增强型超分辨率生成对抗网络

(enhancedsuper-resolutiongenerativeadversarialnetwork,ESRGAN)的一个改进版本,旨
在实现实时的高分辨率图像生成。其中“R”代表“实时(Real-Time)”,4x指图像放大的

倍数。
步骤3:生成图像,得到一张画面尺寸更大的图像。图像放大完成,如图3.14所示。

图3.13 放大界面
 

图3.14 画面尺寸放大后的女孩图像

4.图片信息功能。此功能可以导入由StableDiffusion生成的图像,图片信息界面会反

映图像生成时的具体参数,如使用的大模型、LoRA 模型以及提示词等信息,其界面如

图3.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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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5 图像信息界面

图片信息案例如下。
步骤1:导入图像到图片信息界面,弹出了该图像的生成信息参数,如图3.16所示。

图3.16 导入女孩图像到图像信息界面

步骤2:检查信息,弹出的信息参数中记录了正向提示词信息、反向提示词信息、迭代步

数、采样方法、种子值、生成尺寸、模型以及插件的使用信息,如图3.17所示。

图3.17 女孩图片信息内容

5.模型融合功能。此功能用于模型的整合融合操作,其界面如图3.18所示。
模型融合案例如下。
步骤1:进入模型融合界面,在模型A下拉菜单栏中选择“Counterfeit”大模型,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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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8 模型融合界面

B下拉菜单栏中选择“麦橘写实”大模型,在模型C下拉菜单栏不选择任何模型,在输出模型

文件名中输入“一个新的模型”,这个名称代表融合后的新的模型名称。设置倍率为0.3(倍
率(M)为模型B所占比例),融合算法在一般情况下选择加权和,模型格式可以选择ckpt。
在“从...复制配置文件”中选择A、B或C,如图3.19所示。

图3.19 设置模型融合界面

步骤2:单击融合按钮,等待合并结果,完成模型的合并后,单击大模型 刷新按钮,会
在大模型下拉列表中找到新融合的模型,如图3.20所示。

图3.20 新融合的模型

6.训练功能。此功能是一个允许进行模型训练的功能选项卡,其界面如图3.21所示。

7.图像浏览功能。此功能用于图像查阅和浏览,其界面如图3.22所示。

8.模型转换功能。此功能可以将模型转换为Checkpoint格式,其界面如图3.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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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1 训练界面

图3.22 图像浏览界面

图3.23 模型转换界面

9.WD1.4标签器功能。此功能是从图像反推出一些关键提示词。因为版本与翻译的

不同,该功能在其他版本也被翻译为Tagger(反推),其界面如图3.24所示。

WD1.4标签器案例如下。
步骤1:导入图片到 WD1.4标签器界面,单击“反推”按钮开始反推,AI会分析画面,并

根据画面生成与之匹配的提示词,如图3.25所示。
步骤2:检查挑选提示词,反推功能推导出的提示词是检索得到的结果,不可以直接用

于生成创作,但是这一方法提高了组织与撰写提示词的效率。

10.设置功能。此功能用于配置StableDiffusion的各项设定。比如设定文生图的输出

目录、图生图的输出目录等,其界面如图3.26所示。



25   

图3.24 WD1.4标签器界面

图3.25 WD1.4标签器根据图片生成的提示词

图3.26 设置界面

11.扩展功能。此功能主要处理插件的安装及更新,其界面如图3.27所示。

图3.27 扩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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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采样方法

StableDiffusion采样通过重复执行去噪过程逐步生成图像,这些图像会与文本提示进

行比较。根据这一比较,算法逐渐调整添加到图像中的噪声,并不断重复此过程,直到生成

的图像与文本提示的描述相符为止。
根据速度、提示解读的准确度以及最终图像质量等因素,当前推荐的采样方法主要有以

下几种:Eulera、DPM++2MKarras、DPM++2SaKarras和DPM++SDEKarras。其

中,Eulera是默认采样器,表现出极佳的平衡性,它能使图像展现流畅的颜色过渡和边缘效

果。DPM++2MKarras多被应用于卡通渲染,其运行速度很快。DPM++2SaKarras和

DPM++SDEKarras则更适用于写实风格的渲染。常用的采样方法如图3.28所示。

图3.28 采样方法界面

在控制面板中,所有采样方法都会显示出来。为了界面的简洁,可以将部分不使用的采

样方法隐藏起来。方法是先选择设置采样方法参数选项卡,然后在用户界面中勾选需要隐

藏的采样方法。完成上述步骤后,重新启动StableDiffusion,就可以看到修改后的界面。

3.3 迭代步数

StableDiffusion是一种独特的图像生成技术,它从一个充满噪点的画布开始,采用逐

步的去噪过程,以实现最优的图像效果。去噪过程的次数,也就是采样迭代步数(Steps)参
数,是控制这一过程的关键。通常,去噪步骤越多,产生的图像质量越高。然而,在大多数情

况下,Steps的默认值是20,根据实践经验,这个步数已经足够生成各种类型的图像,无论是

风景、肖像还是抽象图案,都能得到满意的结果。图3.29为采样迭代步数界面。

图3.29 采样迭代步数(Steps)参数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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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生成批次与每批数量

在图像生成过程中,生成批次和每批数量是两个关键的概念。这两个参数可以设置一

次性生成多少张图像,并决定每次单击生成按钮时系统将要制作的图像总数量。通过将总

批次数与每批数量相乘可以得知这个总数。
如果想在相同的总图像数量下让生成速度更快些,可以考虑增加每批数量。这样可以

更有效地利用显卡的计算资源,节省时间。但过高的每批数量可能使显存超出负荷,导致图

像生成失败。
相反,如果调高生成批次的次数,虽然可能使生成速度减慢,却能避免显存超负荷的风

险。毕竟,只要时间充足,增加生成批次就能不断生成图像,直到所有的输出都完成。因此,
调整这两个参数的策略,其实就是在空间(显存)和时间之间作选择,是典型的以空间换时间

或以时间换空间的例证。
综上所述,可以通过调整生成批次和每批数量在速度与显存之间找到最佳平衡,在确保

图像生成成功的同时提高图像生成效率。图3.30为生成批次与每批数量界面。

图3.30 生成批次与每批数量界面

3.5 输出分辨率

StableDiffusion的图像分辨率关乎图像内容的构成和细节的展现。具体来说,画幅大

小决定了画面的信息量。大的画面尺寸有足够空间表现构图中的各种细节,比如脸部、饰
品、复杂的纹样等。而如果画幅太小,就无法充分展示这些细节。

随着画面尺寸的扩大,AI模型也更倾向于在图像中塞入更多的内容。一般而言,大部

分的StableDiffusion模型在512×512像素下进行训练,未来,在768×768像素下进行训

练将变得常规化。因此,当输出尺寸较大时,比如1024×1024像素,AI会试图在图像中嵌

入2~3幅图像的内容,这可能会导致出现人物肢体拼接、多角度等问题。因此,如果需要较

大的画面尺寸,就需要提供更多的提示词,以给AI一个清晰的指示。而如果提示词较少,
可以选择先生成较小的图像,再通过附加功能将其放大。

画幅或分辨率的设置,牵涉图像的细节表现和内容呈现,应根据实际需要和模型的训练

情况综合决定。最后的输出分辨率与计算机性能息息相关,如果超过计算机运算能力上限

的图像尺寸,会导致生成失败。图3.31为生成画面尺寸设置界面。

图3.31 生成画面尺寸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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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种子的概念

种子分为“随机种子”和“固定种子值”。“随机种子”代表初始随机噪声,不同的随机种

子将生成不同的图像。同时,StableDiffusion提供了一个选项设置种子值为“-1”,这表示

StableDiffusion环境中可以选择任何一个随机值作为初始种子。这就好比在照片上施加

不同的滤镜,每个滤镜都会产生独特的视觉效果。改变随机种子,实质上是在探索一种无限

的艺术可能性。“固定种子值”的原理是使随机数生成器的输出在多次运行中保持不变,这
可以使每次生成的图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似性。图3.32为种子界面。

图3.32 种子界面

  提示:按钮 代表固定种子值。

3.7 高清修复功能

高清修复则用于增加图像分辨率,以显著提高图像的清晰度。然而,由于显存和显卡型

号的限制,直接通过高清修复生成的高分辨率图像(如2048×2048像素)可能导致显卡崩

溃。因此,使用此功能时应根据显存配置调整。如果需要放大图像的分辨率,建议根据实际

配置谨慎操作,以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图像的高质量输出。
勾选高清修复选项后,系统会弹出一个新的面板。这里需要根据需求选择放大算法。

如果生成的图像偏向写实效果,建议选择“R-ESRGAN4X+”模式,如果生成的图像偏向二

次元效果,建议选择“R-ESRGAn4x+Anime6B”模式的放大算法。其他参数通常可以使用

默认设置。图3.33为高清修复界面。

图3.33 高清修复界面

3.8 生成图像的保存、下载、转绘以及后期处理

输出图像框下方有多种图标按钮,它们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能够对图像进行有效的管

理和操作。如图3.34所示,它们包括“打开图像输出目录”“保存图像到指定目录”“保存包

含图像的ZIP文件到指定目录”“发送图像和生成参数到图生图”“发送图像和生成参数到

图生图局部重绘”以及“发送图像和生成参数到后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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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图像输出目录”按钮(图3.34中①)用于打开存放图像的目录,方便用户快速访问

生成的图像文件。“保存图像到指定目录”按钮(图3.34中②)用于保存当前的工作成果,即
不仅将图像写入预定的目录,还将生成的参数数据保存至CSV 文件中,以便后续的分析和

记录。“保存包含图像的ZIP文件到指定目录”按钮(图3.34中③)不仅可以压缩并保存文

件,还进行文件的下载和传输,提升了文件管理的便利性。
此外,“发送图像和生成参数到图生图”按钮(图3.34中④)可以立即将图像和提示词发

送到“图生图”界面。而“发送图像和生成参数到图生图局部重绘”按钮(图3.34中⑤)则用

于将图像和提示词发送到“局部重绘”界面进行修改,使用户能够对图像局部进行更精细的

调整。最后,“发送图像和生成参数到后期处理”按钮(图3.34中⑥)则是将图像和提示词发

送到“后期处理”选项卡,以进一步放大图像分辨率,提升图像的清晰度和细节表现。这些功

能按钮提供了全面且高效的图像管理和处理手段,确保各个操作步骤的顺畅和高效。

图3.34 生成图像的保存、下载、转绘以及后期处理按钮

3.9 提示词控制区

在提示词控制区内,位于生成按钮下方的按钮控制选项如图3.35所示。它们提供了多

种功能,便于用户对提示词进行管理和操作。以下是详细说明。

图3.35 提示词控制区

“从提示词或上次生成的图片中读取生成参数”按钮(图3.35中①)的功能是从提示词

中自动提取生成参数。如果当前提示词为空,它将从上次的生成信息中读取参数。该按钮

允许用户将包含正面、负面、采样器、步数、模型等信息的整段生成信息全部粘贴到提示词区

域,单击后会自动将对应信息填入相应位置,并删除多余内容。
“从提示词或上次生成的图片中读取生成参数(对话框)”按钮(图3.35中②)的功能类

似前者,但会弹出对话框,让用户设置更多的选项。
“清空提示词内容”按钮(图3.35中③)用于迅速清空当前提示词区域的所有内容,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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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重新输入新的提示词或进行其他操作。
“将所有当前选择的预设样式添加到提示词中”按钮(图3.35中④)则用于将用户当前

选择的所有预设样式快速添加到提示词中,避免手动添加的烦琐操作,提高工作效率。
“编辑预设样式”按钮(图3.35中⑤)提供了一个界面,允许用户对已有的预设样式进行

编辑和管理。通过该功能,用户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创建、修改或删除预设样式,更好地控

制生成图像的风格和细节。这些功能按钮提供了便捷和高效的提示词管理方法,确保生成

过程的顺畅和高效。
从提示词或上次生成的图片中读取生成参数的案例如下。
步骤1:导入一张StableDiffusion生成的图像进入图片信息面板中,如图3.36所示。

图3.36 图片信息面板

步骤2:复制并粘贴生成数据到文生图界面正向提示词对话框,如图3.37所示。

图3.37 复制图像全部信息到提示词对话框

步骤3:单击 按钮,自动提取生成参数,如图3.38所示。
步骤4:检查生成参数,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该功能可以还原生成参数,但并不能百分之百

还原之前的生成过程。例如,生成数据中使用了ControlNet插件,该功能可以还原插件的参数

设置,但不能导入参考图片,ADetailer插件也不会自动开启,这些都需要手动再次调整。
编辑预设样式案例如下。
步骤1:输入要保存的提示词,并给提示词组合起一个名字,如图3.39所示。
步骤2:单击“保存”按钮。完成提示词预设存储,切换到文生图界面,新的提示词预设

就出现在下拉列表中,如图3.40所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预先保存常用的质量提示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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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8 自动提取生成参数

图3.39 提示词预设面板

合、反向提示词组合,提高撰写提示词的效率。

图3.40 预设提示词

3.10 脚本

文生图界面与图生图界面都有脚本选项,不同的是图生图界面的脚本选项功能更多一

些。下面主要讲解脚本中的提示词矩阵、从文本框或文件载入提示词、X/Y/Z 图表以及

UltimateSDupscale图像放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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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1 提示词矩阵功能

提示词矩阵是一个在StableDiffusion中生成图片效果检测的工具,它根据提供的提示

词(即描述图片内容的提示词)来创建对比图像,其界面如图3.41所示。

图3.41 提示词矩阵界面

提示词矩阵由基础提示词和变化提示词两部分组成。基础提示词是每张图片都包含的

固定内容,它们位于第一个竖线(|)之前。变化提示词则位于第一个竖线(|)之后,并且它们

通过竖线(|)分隔。基础提示词和变化提示词共同构成了提示词矩阵,既包含恒定的元素,
又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这种结构可以精准地描述图片内容,同时保留一定的多样性和变

化性。
提示词矩阵案例如下。
步骤1:输入提示词矩阵:aman|blondehair|blackclothes。
步骤2:生成图像,提示词矩阵一次生成了4张图像。通过观察这些生成图像发现,

图3.42只包含基础提示词(一个男人)。图3.43包含基础提示词和第一个变化提示词(一个

男人,金色头发)。图3.44包含基础提示词和第二个变化提示词(一个男人,黑色衣服)。
图3.45则包含基础提示词及所有变化提示词(一个男人,金色头发,黑色衣服)。生成结果

如图3.42、图3.43、图3.44和图3.45所示。

图3.42 一个男人图像
   

图3.43 金发男人图像

通过该案例,可以清晰地看到基础提示词和变化提示词是如何组合,通过不同的变化提

示词来生成不同的图像描述的。这种矩阵形式使得描述既能保持一定的固定内容,又能灵

活地添加变化元素,从而生成多样化的图像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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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4 黑衣服的男人图像
   

图3.45 黑衣服的金发男人图像

提示词矩阵的调节选项包含多方面内容,首先是可变部分的位置与权重的调节选项。
如果选择将可变部分放在提示词文本的开头,这些词会在生成的图片中更加突出。因为越

靠前的提示词在生成过程中权重越高,能够显著影响图片的主要特征。其次是随机种子的

应用选项。如果勾选此选项,提示词矩阵中的每张图片都会使用一个不同的随机种子。这

保证了每张生成图片的独特性,避免了图片的雷同。第三项是选择提示词选项。用户可以

决定是对正面提示词文本框还是负面提示词文本框使用提示词矩阵脚本。这一选项允许用

户根据需求调整生成图片的情感基调。第四项是选择分隔符选项。用户可以选择用逗号还

是空格来连接可变提示词。这会影响生成图片时各个提示词之间的关系,从而影响图像的

具体表现形式。最后是宫格图边框选项。它决定了生成的宫格对比图中各个图片之间的间

隔大小。数值越大,图片之间的间隔越宽,从而影响整体视觉效果。通过这些调节选项,用
户可以灵活地调整提示词矩阵的各个属性,以生成符合需求的图像内容。

3.10.2 从文本框或文件载入提示词功能

在StableDiffusion中,用户可以通过特定的脚本从文本框或文件批量导入参数,以生

成图片。这些参数不仅描述了图像的内容,还囊括了生成图像所需的各种详细设置。可以

通过双线(--)引导每个参数名称,紧跟其后的是相应的数值。例如,用--steps20可以设定

生成步骤的数量为20步;而--restore_facestrue则用于开启面部恢复功能,若未明确设置此

参数,默认状态为不开启该功能。对于字符串类型的数值,应当用英文双引号括起来,以确

保正确解析。参数之间必须用英文空格分隔,这样脚本才能正确解析每个设置。在这个过

程中,每一行的参数组合代表一组独立的设置。
从文本框或文件载入提示词的案例如下。
步骤1:输入两组提示词进入文本框中,如图3.46所示。第一组参数:--prompt"a

younggirl,holdingasunflower,greendress"--steps20。该参数请求以迭代步数为“20”
步生成一张描述年轻女孩持有向日葵、穿着绿色连衣裙的图像。第二组参数:--prompt"a
boywithaskateboard,redcap,denimjacket"--steps20。此参数旨在以迭代步数为“20”
步生成一张拿着滑板、戴红色帽子、穿牛仔夹克的男孩的图像。

步骤2:根据上述输入的参数,StableDiffusion将生成两张图像。第一张图像将呈现

一个手持向日葵的穿绿色连衣裙的年轻女孩,如图3.47所示。第二张图像将呈现一个拿着

滑板、戴红色帽子、穿牛仔夹克的男孩,如图3.48所示。采用这种方式,可以方便地批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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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6 从文本框或文件载入提示词界面

成图像,而不需要手动更改每一张图片像的参数。

图3.47 手持向日葵的女孩
   

图3.48 戴红色帽子的男孩

3.10.3 X/Y/Z 图表功能

X/Y/Z 图表是一种用于展示数据对比的可视化工具,其界面如图3.49所示。

图3.49 X/Y/Z 图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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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X/Y/Z 图表中,X 轴用于展示水平方向上的数据,Y 轴用于展示垂直方向上的数

据,而Z 轴则通过结合X 轴和Y 轴的数据生成按照分组展示的图表。图表会默认显示每

个轴的类型和值,以便用户能够明确地进行数据对比。通过这种方式,用户可以更直观地理

解数据的分布和关系。
在图表生成时,保持随机种子为“-1”意味着每次生成的图像都会使用不同的随机种

子,以确保图像的多样性。如果指定了一个具体的随机种子,那么每次生成的图像一致,则
上述的随机性设置将不再生效。用户还可以选择是否勾选“预览子图像”选项。如果不勾

选,则只生成一张包含所有对比的总图。勾选后,除了生成总图外,还会单独展示每个用于

对比的子图像,便于详细查看各个子图像的细节。
此外,宫格图边框参数用于调整宫格图中各个图像间的间隔。数值越大,图像之间的间

隔就越宽。调整此参数,可以根据需要设置图像之间的间隔,以获得最佳的视觉效果。通过

以上内容可以全面了解 X/Y/Z 图表的各项功能及其设置方法。这不仅提高了图表的可读

性和可操作性,还提供了更灵活的图表生成和展示方式。

X/Y/Z 图表案例如下。
步骤1:进入文生图界面下的脚本,选择X/Y/Z 图表进行设置。分别设置 X 轴、Y 轴

和Z 轴的参数。其中,X 轴用于测试迭代步数,分别设置为“20”步、“30”步和“40”步;Y 轴

用于测试采样方法,分别选择“DPM++SDEKarras”“Eulera”和“DPM++2MKarras”采
样方法;Z 轴用于测试“Clipskip”。“Clipskip”指语言与图像的对比预训练,可以概括理解

为提示词与图像的关联程度。分别设置数值为“2”“5”和“10”,如图3.50所示。

图3.50 X/Y/Z 图表设置

步骤2:选择 majicMIXrealistic麦橘写实大模型,并设置提示词内容与生成尺寸。生

成参数分析图像,如图3.51所示。
经过分析X/Y/Z 图表,能够确定语言与图像的对比预训练(clipskip)参数的最优取值

以及最有效的采样方法和最合适的迭代步数。通过X/Y/Z 图表功能,可以更直观地比较

不同数据集的关系和差异。

3.10.4 UltimateSDupscale图像放大功能

UltimateSDupscale是一个用于图像放大的插件,安装步骤如下。首先,打开 WebUI
(Web用户界面)的扩展选项卡。单击“可用”按钮,然后单击加载按钮,以显示所有可用的

扩展插件。接着,在搜索栏中输入Ultimate,以找到 Ultimateupscale插件。单击“安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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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1 X/Y/Z 图表生成的分析图

钮进行安装。安装完成后,为确保插件正确加载,需重启 WebUI。这样就顺利安装了

UltimateSDupscale插件,实现对图像的高质量放大。
在图生图界面的脚本选项中选择UltimateSDupscale,可以看到插件的界面,如图3.52

所示。

图3.52 UltimateSDupscale界面

UltimateSDupscale提供了多种调节选项,以优化图像放大效果。目标尺寸类型参数

用于调整输出图像的尺寸,有3个选项。首先是“从图到图设置”(fromimagetoimage
setting),此选项使用宽度和长度的滑块设置,默认最大尺寸为2048像素。其次是“自定义

尺寸”(customsize),此选项可以设置具体的宽度和高度,最大可设为8192像素。最后是

“根据图像尺寸缩放”(scaleforimagesize),该选项保持原图像的宽高比,通过缩放系数

调整。
“放大算法”选项用于选择不同的放大算法,以优化图像放大效果。用户可以根据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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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选择合适的算法,以获得最佳图像质量。
“重绘类型”设置重绘图像的方式,有“线性”“分块(棋盘格)”和“禁用”3个选项。线性

模式按顺序处理每一个分块,而分块(棋盘格)模式则按照棋盘格图案处理每一个分块,减少

伪影。禁用模式则不进行重绘,可能会在接缝处看到不连贯的效果。
“分块宽度和高度”选项用于设置处理图像的分块大小。分块越大,处理速度越快,伪影

越少。填充选项在处理时会考虑相邻分块的像素数量,从而影响接缝处的平滑度。
“蒙版模糊度”用于设置分块重绘时使用的蒙版模糊度,这有助于平滑边缘。接缝修复

选项决定是否启用接缝修复功能,以消除可见的网格状伪影。有4个选项可供选择:“带状

通道”(bandpass)、“只在接缝处处理”、“覆盖周围小区域”、“半分块偏移通道”(halftile
offsetpass)。在行和列上使用蒙版,覆盖面积更大,效果也更好,但耗时更长。半分块通道

加交点通道(halftileoffset+intersectionpass)对交点进行额外修复。无(None)为禁用接

缝修复,为默认选项。
“保存选项”包括“放大”(upscaled)和“接缝修复”(seamsfix)。“放大”选项用于保存放

大后的图像,默认启用。如果开启“接缝修复”功能,需要选中“接缝修复”选项,这样系统会

返回两张图片,一张是未修复的,另一张是修复后的。
在通常情况下,推荐不启用接缝修复,并使用分块模式进行分块。分块大小建议设置为

放大图像短边像素的一半左右。通过以上内容,用户可以详细了解 UltimateSDUpscale
插件的各项调节选项,并根据需要设置,以获得最佳的图像放大效果。

3.11 综合实践:人物场景案例

StableDiffusion文生图工作流程案例如下。
步骤1:打开 WebUI,加载大模型,如图3.53所示。

图3.53 加载大模型以及VAE模型

步骤2:输入正向提示词,指导模型生成与提示词相关的图像。提示词应尽可能准确地

描述想要生成的图像内容。提示词为“一个女孩,全身,长头发,走在街道上,高领毛衣,商业

街,商店,食品,植物,全景,最好的质量”。这段提示词对应的英文提示词为“agirl,whole
body,longhair,walkonthestreet,turtlenecksweater,commercialstreet,shop,food,

plant,panorama,thebestquality”。
步骤3:设置采样方法为“Eulera”,设置采样迭代步数为“20”步,如图3.54所示。
步骤4:设置宽高尺寸(画面生成的大小),图像的生成尺寸设置为512×768像素。设

置生成批次为“1”批,每批数量为“1”张,如图3.55所示。
步骤5:单击“生成”按钮,生成一张女孩的图像,如图3.56所示。
步骤6:设置高清修复,选择放大算法为R-ESRGAN4x+模式,选择重绘幅度数值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