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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视觉是人类最重要的基本智能之一，人们在日常生活、社会活动、工作学习、科研生产中，无时
无处不在进行着视觉活动。
视觉信息是人类获得外部知识、了解世界的主要途径和重要形式，据统计，人类约有80％以上的信息
是通过视觉获取的，许多情况下，没有任何其他形式比图像所传递的信息更丰富和真切。
由于人类视觉具有完善的感知能力，许多科研的中间数据或最后结果都要以可视的图像形式表示出来
，以益于人们对其分析理解和应用；随着人类不断对太空外层世界及粒子微观内部世界的探索，以及
我们生活、学习和工作需要的不断改变，可以断言，人们以图像形式表达信息、利用视觉获取知识的
比重将会进一步增加。
图像信息处理是研究人或机器对图像信号的产生与采集，图像信息的形成、提取、分析、综合、表达
和利用的理论与方法的科学技术，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
它在理论上涉及数学、物理学、生理心理学、信号处理、控制科学、计算科学与技术等众多学科知识
，还与工程应用密切联系。
其学术内涵可以归结为信息表达、处理、分析、决策。
该学科的理论目标是研究和发现信息的各种形式及各个阶段的转换规律，而其应用任务是研发出能辅
助或代替人类视觉的智能机器系统。
随着相关学科发展和有关技术成熟，图像信息处理已经发展成为一门较完善的学科（群），其主要标
志是，现在已有了不少相关的学术刊物、一些国内外的优秀论著、很多重大的应用成果，同时，许多
高校也设置了相关的课程、专业和研究方向。
　　由于教学与科研的需要，笔者曾在1990年完稿并于1993年出版了《数字图像处理》一书，除国防
科技大学研究生、本科生教学使用外，其他一些高校及研究单位也采用了此书，反映良好，甚至近些
年某些关于图像处理的计算机程序书中也直接转录了本书许多内容。
由于科研、教学新的需求及学科发展，笔者在原《数字图像处理》一书的基础上，根据教学、科研需
求及学科发展趋势，结合该课程及有关课程（“机器视觉”、“现代模式识别”、“机器学习”等）
多年教学实践经验与相关科研成果，并参考大量其他学者学术著作和科技文献，将它扩充深化分为四
册出版（《图像处理》，《图像分析》，《图像压缩与投影重建》，《机器视觉》），以益于不同课
程及不同层面的读者使用。
其中出版了《图像处理》，《图像分析》，《图像压缩与投影重建》。
该书系是一套关于图像信息处理理论与方法的著作，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图像信息处理的主流技术，
同时也是笔者已经出版的《现代模式识别》（高等教育出版社）及《模式识别中的特征提取及计算机
视觉不变量》（国防工业出版社）的姊妹篇，这些书涉及了信息科学与技术中的许多重要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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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图像信息处理是一个多阶段、多途径、多目标的信息处理过程。
本册书深入系统地阐述和论证了图像信息处理中共性的和基础性的知识，以及有关前端的处理理论、
方法和技术。
《图像处理》涉及关于图像信息处理的概述，有关的数学知识，视觉知识，图像的数学描述，图像的
数字化，图像变换，图像增强，图像恢复等内容。
某些章节介绍的技术内容既可以作为独立的技术，产生用户所需的输出，满足用户的需求，也可以是
后续的某些信息处理的预处理。
    本书所涉及的内容及讨论的深度适合电子科学与工程类、控制理论与工程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类
、仪器科学与技术类以及其他有关专业和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本科高年级学生作为教材或教学参考书
使用，也可供相关专业的科研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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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6.图像分析与描述　　这一层次的工作是对已分割或正在分割的图像中各部分的属性及各部分之
间关系的表述。
其主要技术包括：灰度幅值与统计特征描述，边界点集组织与曲线描述，闭合曲线的傅氏描述，区域
和曲线、角点提取，区域拓扑特性，区域的矩描述，区域主轴，区域等效椭圆，区域几何特性，区域
四分树方法，区域中轴，区域扩展与收缩，区域曲线表示，区域纹理特性，图像的关系描述。
　　7.图像数据压缩　　为了益于传输和存储，利用图像通常存在空间上，时间上或内容上的冗余性
，减少图像数据量，将一个大的数据文件转换成较小的同性质的文件。
它主要包括，轮廓编码压缩，行程编码压缩，预测误差编码压缩，正交变换编码压缩，自适应编码压
缩，混合编码压缩，子带编码技术，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技术，基于分形几何理论的压缩方法，基于
小波变换的压缩等。
　　8.图像重建　　图像重建是由一组关于目标某一剖面的一维投影曲线重构该剖面二维图像的技术
，这里主要涉及以下主要内容：图像投影重建基本原理，离散图像的傅氏变换重建法，卷积逆投影法
，扇形投影的滤波逆投影法，代数重建法。
　　9.图像融合　　多源图像融合是指，运用有关理论和技术将多个传感器采集到的同一场景多幅不
同特性的源图像的相关性、互补性和冗余性数据／信息综合起来，以获取比单幅图像关于该场景更准
确、更全面、更可靠的描述，获得更好的视觉效果或易于机器感知。
本书介绍数据层次的融合，主要内容包括，一些经典的图像融合方法，基于塔式分解的图像融合方法
，基于小波变换的融合方法等。
　　10.图像检索　　在信息时代，大量的图像、视频数据被广泛地搜集和应用，它们已成为重要的数
据资源，对这些数据进行有效管理和使用是数据库理论和技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图像检索就是从数据库准确、快捷、有效地检索目标图像的一类图像领域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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