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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网络和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人们对图像和视频编码的要求越来越高，不仅要求编码技术具有
较好的压缩效果，而且要求它能适应网上渐进传输的需求。
在许多实际应用中，由于用户需求不同、终端能力不同、异构网络的不同支路所能提供的QoS不同或
网络传输条件的变化，比如噪声、拥塞等原因，需要提供不同质量的图像和视频信号，比如视频会议
、视频点播、多媒体数据库浏览等。
解决此类问题的最好方法是用单个编码器产生分层次的压缩码流，对不同层次的码流解码可以获得不
同的图像质量，例如，处理能力低的终端只对码流的一部分进行解码，获得低分辨率的图像，而处理
能力高的终端对整个码流进行解码获得高分辨率的图像，这种编码机制通常被称为可分级编码机制。
　　实际上，图像和视频的可分级编码思想在早期的国际标准JPEG和MPEG-2中便有所体现。
近年来，随着流媒体和无线信道多媒体信息传输的蓬勃发展，图像和视频的可分级编码技术已经成为
信息编码技术领域的研究热点，同时被许多现行的国际编码标准，诸如JPEG-2000和MPEG-4等所接纳
并得以不断发展。
　　本书是作者在所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
人才支持计划项目、辽宁省高等学校重点学科建设专项项目、计算机软件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南
京大学）开放基金项目、视觉与听觉信息处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大学）基金项目、江苏省普通高
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南京邮电大学图像处理与图像通信江苏省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等期
间的研究成果，以及第一作者完成的南京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的基础上，参考国内外最新的文献撰写
而成的一本学术专著。
全书共分五章：第一章介绍了图像和视频信息的冗余特性，以及图像和视频编码技术的总体发展情况
，同时对目前常见的图像和视频国际编码标准进行了概述，重点介绍了图像和视频可分级编码的含义
以及分类情况；第二章介绍了DCT和小波变换的基本理论，以及传统的基于DCT和小波变换的图像及
视频编码技术；第三章着重论述了图像的可分级编码技术，包括国际图像压缩标准中的可分级编码，
基于DCT、小波变换和MP的图像可分级编码；第四章重点阐述了视频可分级编码技术，包括目前国
际视频压缩标准中的可分级编码，基于DCT、2D小波和3D小波的视频可分级编码；第五章对图像和
视频可分级编码的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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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关于图像及视频可分级编码的一本学术专著，介绍了图像和视频信息的冗余特性、基本编码方
法以及图像和视频可分级编码的含义和分类情况，对DCT和小波变换的基本理论以及图像和视频的编
码技术、图像和视频的可分级编码技术进行了论述，对图像和视频可分级编码的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
展望。
    本书可供计算机应用、通信与电子系统、信号与信息处理等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
高校教师、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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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图像和视频编码技术概述　　1.1　图像和视频信息的冗余特性　　图像和视频压缩对多
媒体信息存储、网上传输等应用是必须的，也是可行的。
这主要表现在图像和视频信息中通常包含着一定的冗余（redundance），这些冗余要占用额外的存储
空间，通过削减这些冗余势必会使原始的图像和视频信息得以压缩。
图像和视频的这种冗余一般可分为统计冗余（statistical redundacncy）和心理可视冗余（psychovisual
redundancy）。
　　1.1.1统计冗余　　图像和视频的统计冗余又可分为空间冗余（spatial redundancy）、时间冗余
（temporal redundancy）和编码冗余（coding redundancy）。
前两种冗余是图像和视频帧中像素之间的冗余，即图像和视频帧中像素问的光亮度保持着一定程度的
相关性，它们之间不是统计独立的；编码冗余则是指从编码（压缩）技术的角度，图像和视频信息中
含有多余的信息。
下面分别对这几种冗余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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