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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彩色信息在数字图像处理中正得到更大的关注。
然而，由从标量到矢量值图像函数的过渡所控制的跨跃在大多数数字图像处理的教材中还没有涉及。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阐述矢量值彩色图像处理的意义并给读者介绍新的技术。
在系统地分解彩色数字图像处理为基于单色的技术和新的矢量值技术的基础上，本书介绍了其中若干
领域的现状，展示了矢量值彩色数字图像的潜力和需求。
　　本书根据彩色图像中三维场景的现代技术来组织。
从结构上分为4部分。
前4章阐明彩色图像处理的基础和需求。
接下来的4章讨论对彩色图像的预处理技术。
在再下来的3章中，考虑使用彩色信息的三维场景分析和使用PTZ摄像机基于彩色的跟踪。
最后两章介绍多光谱成像的新领域和彩色图像处理应用的一个事例研究。
对彩色数字图像处理中一些精选的领域，如边缘检测、彩色分割、相互反射分析和立体分析，详细讨
论了其中的技术以澄清算法的各自复杂性。
　　第12章关于多光谱成像讨论图像处理的一个新兴领域，目前在教材中还没有详细覆盖。
它还包括了用多谱成像进行人脸识别的一节。
在最后三章介绍的三个事例研究总结了作者在行李检查、视频监控和生物测定学研究项目中的成果和
经验，这些项目是由美国国家天空安全联盟、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和美国能源部多年支持的。
一些算法已在地方机场的真实条件下进行了测试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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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介绍彩色数字图像处理的唯一书籍。
　　本书对彩色数字图像处理中不同层次的原理和技术进行了全面和专门的介绍。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彩色视觉、彩色空间和距离、彩色图像采集、彩色图像增强、彩色边缘检测、彩色
图像分割、彩色恒常性。
彩色静态和动态场景分析、彩色目标跟踪、彩色图像融合和伪彩色技术等。
本书还给出了彩色图像技术在视频监控、生物测定学和安全透视检查中具体应用的事例和结果。
　　本书可作为信号与信息处理、通信与信息系统、电子与通信工程，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计算机
科学以丛视觉生理学、视觉心理学和视觉认知学等学科大学高年级本科生或研究生专业课教材和教学
参考书，还可供涉及图像技术应用行业(如牛物医学，电视广播、工业自动化、文档识别、机器人、电
子医疗设备、遥感测绘、智能交通和军事侦察等)的科技工作者科研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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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全帧传输传感器几乎总用在时间关键的应用中，且用在高分辨率相机中（如4000x4000像素）。
下面，介绍获得彩色图像的各种相机概念。
　　4.1.2 利用彩色滤光器的黑白相机多光谱成像　　产生彩色图像的一种可能性是将彩色滤光器
（color filter）（见4.2.1小节）放在黑白相机的前面。
光谱传输根据时间顺序获得。
这里首先需要场景是静止的，因为图像的各通道是一个接一个采集的。
图像的局部分解不受影响。
简单和可控的彩色映射是其优点，因为滤光器的数量和种类（因而光谱传输因子）可以自由选择。
因此在需要时，也可产生多于三个彩色通道的彩色图像，这有时可用以改进彩色图像分割（见第7章
）。
Perez[Per95]为此提出使用具有6个光谱传输的6通道的图像。
一个液晶可调的滤光器（LCTF）可用来减少由于更换滤光器造成的机械振动[Miy eta1.02]。
对多光谱成像和其在人脸识别中可能应用的介绍见第12章。
　　在生成三通道彩色图像时，该方法的优点是所使用滤光器的光谱传输因子对每个通道是已知的（
对应滤光器制造商的数据）。
这个数据一般对彩色相机是不知道的。
另外，可以产生没有重叠光谱敏感度的彩色图像，这在使用商用彩色相机（不用彩色滤光器）时是不
可能的。
　　使用这个方法时，白平衡和彩色色差需引起特别关注。
彩色色差可由于镜头的色度色差而产生。
镜头的色度色差是较长的波相比较短的波聚焦在更远距离的原因，这会导致产生放大的图像（见4.3.2
小节）。
当在图像采集时使用彩色滤光器时必须要考虑这个物理效果。
另外，当使用具有不同谱带的彩色滤光器时，相机具有不同的敏感度。
这里需要执行一次配准（见4.2.1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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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彩色数字图像处理》特色：　　是覆盖整个彩色数字图像处理主题的唯一书籍。
　　主要介绍了四个方面的内容；从矢量值的视角对彩色图像进行处理所需要的基础与要求，彩色图
像预处理所需要的技术，利用彩色信息的三维场景分析，以及多光谱图像处理中的新兴领域　　通过
对两个事例研究的考察来介绍彩色图像处理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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