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Visual C++数字图像模式识别典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Visual C++数字图像模式识别典型案例详解>>

13位ISBN编号：9787111389194

10位ISBN编号：7111389190

出版时间：2012-7

出版时间：机械工业出版社

作者：冯伟兴，梁洪，王臣业　编著

页数：54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Visual C++数字图像模式识别典型�>>

内容概要

　　《Visual
C++数字图像模式识别典型案例详解》详解了数字图像模式识别中部分典型案例，全书共分3篇14章，
第一篇分2章介绍了数字图像模式识别基础知识及其经典实现方法；第二篇分10章从不同角度介绍了多
个典型的数字图像模式识别案例；第三篇则系统全面地介绍了2个数字图像模式识别案例的详细设计
思路及其实现过程。

　　《Visual
C++数字图像模式识别典型案例详解》打破了传统程序类书籍的讲解方法，将编程思路和编程过程与
所附代码有机结合在一起，分层次分模块地予以讲解。
同时，以图解的方式讲解程序的运行过程和结果，并配有适当的文字说明，从而使读者迅速理解所讲
述的内容。

　　《Visual
C++数字图像模式识别典型案例详解》内容翔实、结构清晰、图解清楚、讲解透彻、案例丰富实用，
能够使读者快速、全面地掌握数字图像模式识别的各种应用技术。
它既可作为高等院校的数字图像模式识别相关学科的教材，也可作为工程技术人员及读者自学的参考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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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检查和”字元：当信息数据传到解码器后，接着就得到“检查和”信号。
一般“检查和”字元位于数据信息码之后，终止符号码之前。
系统检查解码后的结果是否正确，如果正确，即可输入系统中存储并计算。
如果不正确，则输出警告信号给操作员，提示重新输入。
 2.条形码的种类 条形码按码制分类可分为以下几种： UPC码。
UPC码是一种长度固定的连续型数字式码制，其字符集为数字0～9。
它采用4种元素宽度，每个条或空是1、2、3或4倍单位元素宽度。
 EAN码。
EAN码又称通用商品条形码，由国际物品编码协会制定，通用于世界各地，是目前国际上使用最广泛
的一种商品条形码。
EAN码与UPC码兼容，而且两者具有相同的符号体系。
EAN码的字符编号结构与UPC码相同，也是长度固定的、连续型的数字式码制，其字符集是数字0～9
。
它采用4种元素宽度，每个条或空是1、2、3或4倍单位元素宽度。
EAN码有2种类型，即EAN—13码和EAN—8码。
 交叉25码。
交叉25码是一种长度可变的连续型自校验数字式码制，其字符集为数字O～9。
它采用2种元素宽度，每个条和空是宽或窄元素。
编码字符个数为偶数，所有奇数位置上的数据以条编码，偶数位置上的数据以空编码。
如果为奇数个数据编码，则在数据前补一位0，以使数据为偶数个位数。
 39码。
39码是第一个字母数字式码制。
它是长度可比的离散型自校验字母数字式码制。
其字符集为数字0～9、26个大写字母和8个特殊字符（+、—、.、Space（空格符）、*、／、％、＄）
，共44组编码。
每个字符由9个元素组成，其中有5个条（2个宽条，3个窄条）和4个空（1个宽空，3个窄空）。
它是一种离散码。
 库德巴码。
库德巴码是一种长度可变的连续型自校验数字式码制。
其字符集为数字0～9和6个特殊字符（—、：、／、.、+、￥），共16个字符。
常用于仓库、血库和航空快递包裹中。
 128码。
128码是一种长度可变的连续型自校验数字式码制。
它采用4种元素宽度，每个字符有3个条和3个空，共11个单元元素宽度，又称（113）码。
它有106个不同条形码字符，每个条形码字符有3种含义不同的字符集，分别为A、B、C。
它使用这3个交替的字符集对128个ASCⅡ码进行编码。
 93码。
93码是一种长度可变的连续型字母数字式码制。
其字符集由数字0～9、26个大写字母、7个特殊字符（—、.、Space（空格符）、，、+、％、￥）以
及4个控制字符组成。
 49码。
49码是一种多行的连续型、长度可变的字母数字式码制。
采用多种元素宽度。
其字符集为数字O～9、26个大写字母、7个特殊字符（—、.、Space（空格符）、／、+、％、￥）、3
个功能键和3个变换字符，共49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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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码制。
除上述码外，还有其他的码制，如25码和Nixdorf码等。
 按维数分类，条形码有以下几种： 普通的一维条形码。
普通的一维条形码自问世以来，很快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但由于一维条形码的信息容量很小，如商品上的条形码仅能容13位的阿拉伯数字，更多的描述商品的
信息只能依赖数据库的支持，这种条形码的应用范围因而受到一定的限制。
 二维条形码。
除具有普通条形码的优点外，二维条形码还具有信息容量大、可靠性高、保密防伪性强、易于制作、
成本低等优点。
美国Symbol公司于1991年正式推出名为PDF417的二维条形码，即“便携式数据文件”。
PDF4.17条形码是一种高密度、高信息含量的便携式数据文件，是实现证件及卡片等大容量、高可靠
性信息自动存储、携带并可用机器自动识读的理想手段。
 多维条形码。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围绕如何提高条形码符号的信息密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多维条形码和集装箱条形码成为研究和应用的方向。
128码和93码就是人们为提高信息密度而进行的成功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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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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