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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在多个不同应用领域中，对图像处理的需求均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
数字图像处理是集光学、数学、计算机科学、电子学、信息论、控制论、物理学、心理学和生理学等
学科为一体的一门综合性边缘科学。
随着计算机科学的迅猛发展以及与近代发展起来的新理论如小波分析、马尔可夫随机场、分形学、数
学形态学、人工智能和人工神经网络等的结合，数字图像处理近年来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呈现出强大
的生命力，己在科学研究、工农业生产、军事、公安、医疗卫生、教育等许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产
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对推动社会发展，改善人们生活水平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为使读者能全面了解数字图像处理的基本概念、方法及应用，并为在本领域中进行研究和开发打
下扎实的基础，本书在内容上既选取了有代表性的经典内容，着重介绍了图像处理的基本概念和方法
，又结合数字图像处理的发展，选取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具有定的广度、深度和新颖性。
本书仍沿用以往数字图像处理课程循序渐进的结构，从图像处理的应用特点出发，理论与实践结合讲
述课程内容。
本书中列举了许多示例，提供了部分图像处理的参考程序，以便学生在此基础上编写其他程序。
各章末均附有习题，主要章节后还附有上机操作内容和部分编程代码。
　　全书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数字图像处理的理论基础，由导论、数字图像处理的基本
概念和图像变换三章组成；第二部分是数字图像处理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包括图像增强、图像复原
与重建、图像编码与压缩等三章；第三部分是图像特征提取与分析的理论、方法和实例，包括图像分
割、图像描述、模板匹配与模式识别技术及数字图像处理的应用等四章。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工程、自动化、地理信息系统、医学、遥感、地质
、矿业、通信、气象、农业等相关专业本科生或研究生教材，也可供相关领域的教师、科研人员和工
程技术人员参考。
　　本书由郭文强老师组织编写，侯勇严老师编写了第5、7、9章内容并审读了第8章和第lO章内容，
陈景文老师编写了第2章，刘蕴、杨丽娟、李秀玲、胡伟等同学参与了部分章节内容的录入工作，李
鹏、任鹏同学参与了部分章节的绘图工作，其他章节的编写及全书的统稿、定稿由郭文强完成。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编者参考了国内外出版的大量书籍和论文，在此编者对本书中所引用论文和书籍
的作者深表感谢。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的杨墦同志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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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数字图像处理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相关技术和一些典型的应用。
全书共分10章，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数字图像处理的理论基础，分别介绍了数字图像处
理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系统组成、人类视觉与色度学、图像数字化知识、数字图像的种类、图像
文件格式与图像变换等相关知识；第二部分是数字图像处理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包括图像增强、图
像复原与重建、图像编码与压缩等；第三部分是图像特征提取与分析的理论、方法和实例，包括图像
分割、图像描述、模板匹配与模式识别技术及数字图像处理的典型应用实例等。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工程、自动化、地理信息系统、医学、遥感、地质、
矿业、通信、气象、农业等相关专业本科生或研究生教材，也可供相关领域的教师、科研人员和工程
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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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导论　　1.1　数字图像处理的概念　　图像是人类社会活动中最常用的信息载体。
研究表明，人类获取的视觉图像信息在人类接受的信息中的比重达到近802，“百闻不如一见’’便是
非常形象的例子之一。
人类总是设法延伸视觉功能，弥补视觉功能的不足，从图像中提取更多的信息。
传统的方法常利用光学或模拟电路对图像进行处理，如望远镜、显微镜、眼镜、照相机、电视、摄像
机等。
　　数字图像处理利用计算机（或数字技术）对图像信息进行加工处理，以改善图像质量、压缩图像
数据或从图像数据中获取更多信息。
随着微机、VISI、DSP等技术和新的理论、处理方法不断发展，数字图像处理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新
学科，并有着广泛的应用，在空间、时间和功能上扩展人类视觉。
　　“数字图像处理”这一术语通常是指由数字计算机进行的二维图像处理，更广义地理解，它是指
任意二维数据的数字化处理。
一幅数字图像是一个用有限比特表示的实数或复数构成的数组。
　　图1.1.1是一个数字图像处理系统结构示意图（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数字图像处理计算机实验室）
。
幻灯片、照片或图表形式的图像首先要进行数字化，然后以二进制数字矩阵的形式存储在计算机的存
储器中。
此后，就可以对这一数字化后的图像进行处理和（或）在一个高分辨率的显示器上显示。
为了便于显示，图像存储在一个可快速存取的缓冲区中，用户可以用30帧／秒的频率刷新显示器，从
而获得视觉上连续显示的效果。
计算机通过网络（例如以太网）进行信息交换和控制所有的数字化、存储、处理和显示操作。
程序通过终端输入计算机，而输出可在终端、显示器或打印机／绘图仪上获得。
图1.1.2所示为典型的数字图像处理过程。
　　数字图像处理技术源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通过海底电缆从英国伦敦到美国纽约传输了一幅照片
，采用了数字压缩技术。
1964年美国的JP1实验室处理了太空船“徘徊者七号”发回的月球照片，标志着数字图像处理技术开始
得到实际应用。
其后，卫星遥感、军事、气象等学科的发展推动了数字图像处理技术的快速发展。
推动数字图像发展的另一个动力是计算机硬件设备的不断降价，包括高速处理器、海量存储器、图像
数字化和图像显示、打印等设备的不断降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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