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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图像通信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以及图像通信的前沿技术，内容包括三大部分：首先在
图像压缩编码部分介绍了熵编码、预测编码、变换编码、运动估计、小波变换编码等技术以及JPEG
、MPEG-1、H.264等国际标准；然后在图像传输部分介绍了RS码、交织码、卷积码、Turbo码以及模
拟和数字图像传输技术；最后讲述了会议电视、可视电话、数字电视、VOD、流媒体技术等图像通信
应用系统。
     本书注重基础理论和基本技术的讲述，也对相关前沿技术进行了介绍。
书中内容丰富、新颖，叙述深入浅出，图文并茂，并列举有大量实例。
     本书适合作为通信与信息类、计算机类及相关专业本科生或研究生的专业课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也
可供从事图像通信、图像处理、多媒体通信、数字电视等领域的科技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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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2.8 基于区域的运动估计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在一个成像的场景中通常有很多类型的运动，
它们对应于与不同物体有关的运动。
在基于区域的运动估计中，把图像帧分割成多个区域，并估计每个区域的运动参数。
这种分割使一个单一的参数运动模型可以很好地表示每个区域所单独进行的平移运动。
但是这可能会产生太多小的区域，因为在对应于一个物理物体的区域中的二维运动时，极少能够用一
个简单的平移来模型化，这样一个区域必须分割成许多小的子区域，使每一个子区域具有单一的平移
运动。
对于更高效的运动表示，应该使用仿射（正交）和透视运动模型。
　　实现基于区域的运动估计一般有3种方法：　　（1）首先把参考帧分割成不同的区域——基于纹
理的同性质、边缘信息以及有时通过对两帧间不同图像的分析得到的运动边界，然后估计每一个区域
中的运动，这种方法称为区域优先。
　　（2）首先估计整个图像的运动场，然后分割得到的运动场，使得每一个区域的运动可以用单一
的参数模型来描述，这种方法称为运动优先。
得到的区域可以在一些空间的连通性约束下进一步优化。
这个方法中的第一步可以用前面描述的各种运动估计方法来实现，包括基于像素、块和网格的方法。
第二步则涉及基于运动的分割.　　（3）第三种方法是对区域分割和每一个区域的运动进行联合估计
。
一般使用一个迭代过程交替地进行区域分割和运动估计。
　　1.基于运动的区域分割　　基于运动的分割是指把运动场分成多个区域，使每个区域中的运动都
可以由一个单一的运动参数集来描述。
这里给出两种实现方法：第一，使用聚类技术确定相似的运动矢量；第二，采用分层技术从占主导运
动的区域开始，相继地估计区域和相应的运动。
　　1）聚类　　这里要求每个区域的运动模型是纯平移的情况。
分割是把所有具有类似运动矢量的空间相连的像素分组到一个区域，采用自动聚类方法（例如JC均值
方法）。
分割过程是一个迭代过程，从一个初始分割开始计算每个区域的平均运动矢量（称为质心），然后每
个像素被重新划分到其质心最接近这个像素的运动矢量的区域，从而产生一个新的分割，重复这两步
，直到分割不再变化为止。
在分割过程中，由于没有考虑空间的连通性，得到的区域可能包含空间不连通像素，这样在迭代的末
尾可以加一个后处理步骤，以改进所得到区域的空间连通性。
例如，一个单一区域可以分成几个子区域，使得每个区域都是一个空间连通的子集，孤立的像素可以
合并到它周围的区域中，最后，区域边界可以使用形态学算子进行平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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