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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概要形式讲述超小波分析的基本理论，并紧密结合实践应用研究。
第1章介绍本门课程的学习方法，介绍如何开展课程学习方法、新技术学习对策和工程训练推荐方式
。
第2章概要介绍应用小波分析和应用时必须掌握的小波分析内容，即多尺度分析和Mallat算法。
超小波是基于小波分析基础之上新的多尺度分析，不了解小波分析直接去学习，显然不合适。
本章主要向读者介绍必须掌握的小波分析内容。
第3章由小波变换引入到脊波和曲波分析，介绍其方向性的优点，并结合其特点，进行初步的应用研
究。
第4章介绍3D—DFB和Surfacelet变换。
第5章介绍方向波与楔波变换。
第6章介绍高光谱压缩。
第7章介绍Bandelet变换和应用。
第8章介绍小线变换。
第9章介绍Contourlet变换及其应用。
第10章介绍脉冲耦合神经网络（PCNN）与小波变换。
 本书以精缩的理论知识、实践教学和工程训练相结合，可以作为计算机应用、通信工程和电子工程专
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工程硕士、教师及工程技术人员学习数字图像处理、图像分析和基本图形学技
术研究型教材、参考书和实验教学指导书。
具有较强计算机编程能力和扎实理论的高年级本科生，可以选取其中适合部分内容作为工程训练的基
本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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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超小波分析的学习方法　　如何进行超小波分析的学习？
在学习生活中，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迫切性和影响还没有得到读者的足够认识。
这是一个自然辩证法或自然科学中的方法论的问题，也是每个老师必须面对和掌握的理论。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有技巧和方法。
好的技巧和方法会帮助你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对于学生来说，不了解这一问题是很正常的。
因为学生不可能像老师那样了解各门课程的学科体系结构，也不清楚各种知识之间的相互关系。
　　很多人都看过金庸的武侠小说，对其中刻画的人物形象记忆深刻，这正是文学艺术作品的真正魅
力所在。
但我提一个问题，请说出各小说中的人物关系和武功流派？
相信不是金庸武侠小说的研究人员，很少有人能够说明白。
而计算机学科的发展正是建立在通信技术、电子技术、网络技术和信息处理技术的基础之上，各学科
和课程之间的关系远远超过金庸作品中的人物关系和武功流派。
而各学科或功课所需要纷繁的数学知识则更为复杂。
教学过程中需要在引导学生去了解和掌握这些关系，建立系统的知识结构体系。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要知道哪些内容重要，了解重点或感兴趣的内容是什么，如何去学，怎样应用，
想学到什么技术和特长等。
如果学生清楚了这些问题，在学习和研究生活中，会更有针对性，让学习生活更充实。
既学到了扎实的理论知识，又学会了研究方法和技术应用。
特别是对那些研究生同学，面临研究和写学术论文的迫切需要时，学习一种新的技术和方法，将会有
助于学业的顺利完成。
　　下面用一个例子说明这一问题。
在我教过的学生中，有一名同学的数学基础很好，也有较高的理想报负。
但上了大学后，因为目前高等教育中的问题，教学还主要停留在书本理论知识教学上。
他不是很感兴趣，又不知道做什么，失去了学习的原动力。
在从网上看到我招募科研助手的帖子后，直接来到我的研究小组。
经过几个月的训练，他感觉提高很多，并觉得从研究中掌握的深入理论指导会对理解原来教材中的问
题有帮助，还有助于知识系统性的形成。
在他所研究的专题中，可以在QQ群上与博士研究生进行交流。
要知道这只是一个大学四年级的学生。
学习必须讲方法和策略，需要老师的引导和学生自己的独立领悟相结合。
老师的引导即所谓的“师傅领进门”，独立领悟指的是学生的悟性，是在长期训练和经验积累的过程
中慢慢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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