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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据压缩已经成为信息革命的一门支撑技术，这场革命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而在此过程中，数据
压缩也变得几乎无处不在。
从MP3播放器到智能手机，再到数字电视和数字电影，数据压缩几乎成了所有信息技术的必备要素。

近年来，以大数据为标志的互联网技术高歌猛进。
数据规模大、产生速度快、来源多样等特性，导致数据存储和处理都前所未有地复杂。
《数据压缩导论（第4版）》作为迄今为止数据压缩领域最全面而深入的著作，多年来一直被业内人
士奉为权威，一版再版。

最新版本主要介绍了以下内容。

详细介绍了当代压缩技术的理论基础，并辅以应用示例来解释相关概念（本书配套网
站datacompression.unl.edu提供相关应用的实现技术和算法）；
深度剖析无损和有损压缩、霍夫曼编码、算术编码、词典编码技术、基于上下文的压缩算法、标量和
矢量编码等内容；
深入探讨了新兴标准和已经建立的标准，包括JPEG 2000、JPEG-LS、MPEG-2、 H.264、 JBIG 2
、ADPCM、LPC、CELP、 MELP和 iLBC；
增加了范式霍夫曼编码以及更多有关二进制算法编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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