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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当今信息数字化时代，随着传感器技术和网络多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可以通过各种途径
方便地获取图像和视频等视觉信息。
因此，各种影像采集、处理和分析系统应运而生。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难发现数码相机、视频监控系统、家庭影院、视频点播、指纹门禁、虹膜识
别，以及医院的CT、MR、CR等放射影像，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影像时代。
　　所有影像的最终受体是我们的眼睛，不论是图像的清晰与否、视频中的噪声强弱，还是色彩的鲜
艳程度、灰度的对比度高低，所有影像中的瑕疵都逃不过人们的眼睛。
因此，人眼成为影像采集、处理、分析等系统质量评价的重要依据。
然而，随着影像系统的不断增加，面对浩如烟海的图像和视频信息，人们已经是无能为力。
能否根据人眼视觉系统的特性建立影像质量评价模型，然后让机器代替人来监控这些影像系统，将是
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尽管目前已经有一些简单的视觉信息质量评价测度，如峰值信噪比、均方误差等，但是还远远不
能满足生活和生产的需要。
一方面，这些方法的评价结果与人类的视觉感受相差甚远；另一方面，现有的评价方法还必须依赖原
始影像作为参照。
为了仿照人眼视觉系统设计更为合理、可靠的影像质量评价测度，很多学者投身这一领域，也取得了
相当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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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视觉信息质量评估是影像工程的重要研究分支，在图像处理、图像分析、图像理解、计算机视觉
和模式识别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也是近年来重要的理论研究热点。
本书系统地讲述了图像和视频质量评价的基本理论和经典方法，阐明了本领域研究的前沿课题及许多
开放性的问题，介绍了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
主要内容有： 图像质量主客观评价方法的研究进展、人类视觉系统、全参考型图像质量评价方法、部
分参考型图像质量评价方法、无参考型图像质量评价方法、视频质量客观评价方法、视觉信息质量主
观评价方法、视觉信息质量评价的应用系统，最后是总结与展望。
 　　本书可以用作有关领域研究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资料和手册，也可作为理工科大学通信与
信息系统、信号与信息处理、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自动控制等专业博士生、硕
士生及高年级本科生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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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这种分类准则下，原始图像一般被认为是无失真或完美质量的，并且可以作为参考图像对失真
图像进行评价。
全参考型图像质量评价方法假定原始图像存在并且完全是可以获得的。
但在实际应用中很难获得原始图像作为参考，而且人类观察者通常是在没有任何参考图像的情况下对
图像质量进行评价的。
因此，设计一种能对图像进行盲评价的方法是非常必要的。
于是，无参考型图像质量评价应运而生。
但是人类视觉系统相当复杂，我们对它的认识还停留在初级阶段。
因此，无参考型评价方法的设计还存在很多难题。
而部分参考型方法则是一种介于全参考型和无参考型之间的图像质量评价方法。
在实际应用中，参考图像可能无法完全得到，但是某些特征却是可以从原始图像中提取出来作为一种
辅助信息用于图像质量评价系统进行失真图像的评价。
因此，部分参考型评价在实际中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本书的工作也是基于这种分类方法展开的。
　　1.3.2 基于具体应用的分类方法　　图像质量客观评价方法[1们分类的第二个依据是失真过程信息
。
理想情况下人们希望能够设计一种通用的评价方法，该方法不是仅仅针对特定类型的失真，而是能灵
活地应用于各种各样的情况。
但目前设计这样的方法还很有难度，就算简单的模拟基本功能，其算法复杂度也是相当高的，效率也
相对较低。
然而：针对某种具体失真过程的方法已在实际中被广泛应用。
这是由于失真类型如果是已知的，那么就会使得评价方法可以设计得非常简单并有针对性。
比如，在基于块的图像压缩中，块效应（Blocking Effect）通常是最严重的失真，而一个针对块效应的
质量测度可以提供比较好的整体质量评价。
但是，针对具体应用的方法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它仅仅适用于某一种失真类型，而降质图像往往同时具有多种失真，这就导致此类方法的评价结果不
稳定。
因此，如何寻找一个既能通用于多种失真类型，又能对某种失真有较好评价结果的方法是该问题的关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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