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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第3版是在前两版的基础上的修订、补充和更
新，继续讲述数据压缩的基本理论、实用技术、先进标准和具体应用。
全书共8章：第1章“绪论”点明数据压缩的两个基本问题：“为什么压缩”和“压缩什么”。
第2章“信源的数字化与压缩系统评价”和第3章“理论极限与基本途径”，是数据压缩的理论基础。
第4章“统计编码”不但是无失真数据压缩的基本手段，也常成为其它压缩技术的组成部分,
讨论了行之有效的数据和文件压缩算法。
第5章“预测编码”和第6章“变换编码”,
是限失真信源编码的主要原理和方法，结合语音、图像和电视等具体信源，介绍了有关算法和标准。
第7章“分析-综合编码”和第8章“视频编码标准与进展简介”，引述了音像压缩的新方法和国内外新
标准，供有志深入者参考。
本书的基本内容是高等学校电子信息科学与工程类专业本科生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全书可用于研究
生“数据压缩”或“信源编码”课程的教学参考，同时也适合从事数字通信、广播电视、消费电子、
多媒体技术、遥感遥测、安防监控和计算机应用等工作的科技人员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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