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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数字摄像机的普及，把图像输进.PC机随意进行放大缩小、整形修饰等加工已经是很普通的
事。
适合于记录和重放大容量图像数据的DV[LROM、RAM也即将普及。
今后，与图像打交道的技术人员，不掌握图像电子学基本知识是不行的。
真正的多媒体时代即将来临，图像电子学发挥作用的领域将越来越广阔。
　　图像电子学在从电视机、摄像机等家电设备到产业、医疗，乃至宇宙、深海等特殊领域都有着广
泛应用。
图像中可以包含色彩、形状、远近，乃至温度等各种信息。
图像电子学中的技术既有不必对所摄图像作特殊加工而直接以视频信号形式传送、显示、记录、打印
等的视频技术，又有需对图像进行编码、压缩、扩展、特征抽取、识别、理解等图像处理技术，内容
既广又深。
　　图像电子学之所以能如此活跃在所有领域，软件方面归功于数字信号处理快速算法的确定和编码
规格的国际标准化，硬件方面归功于实际执行快速处理的工）SP和专用LSI的商品化。
此外，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CCD和M。
S固体摄像器件的高度集成化、高性能化和廉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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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图像电子学（双色）》主要介绍了图像电子学基础知识、电子图像系统、图像输入、输出基础
，图像编码，实际图像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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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传递图像黑白信息的电子图像系统，其任务是如何把已变换成数字信号的信息准确无误地传送到
接收端并变成可视化信息；彩色图像的情况下，颜色也是信息的媒体，电子图像系统的任务就变为如
何在不可能看见原彩色的条件下由接收端重现发送端所希望传送的颜色。
　　以往的彩色图像处理系统多为封闭系统，不需要考虑不同机种之间的数据交换问题，处理内容也
多近乎于黑匣子。
如果要追求图像信息易于处理和满足彩色图像数据交换的要求，那就必须具有进一步的图像信息处理
知识，懂得电子图像系统中各道工序需要进行什么样的彩色图像处理。
　　电子图像系统中，为了满意地（并非忠实地）重现彩色图像的颜色，需要对数据进行表达、处理
等一连串操作，这一连串操作称之为彩色处理。
彩色处理的本义通常并不包含重现彩色所要求的光学系统和机械装置优化之类的内容，我们在这里讲
述彩色处理概要时，这些内容也一并考虑进去。
　　图2.2示出从输入到输出的彩色数据的色空间变换过程。
　　电子图像系统中，从图像数据输入到原图像重现，至少要进行三次图像数据的色空间变换，详细
情况将在后面叙述。
　　彩色图像数据通常是由摄像机或扫描仪把透过RGB三色滤色片的光变成电信号而得到的。
这样得到的信号，即使是同一物体，也会由于摄像机或扫描仪的光学系统结构、照明光源、滤色片及
传感器的光谱特性不同而不同，不可能直接用输出装置重现满意的彩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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