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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MPEG—1是第一个MPEG标准，其全称为IS0／IEC 11172，用于高至1.5Mbit／s的数
字存储媒体的活动图像和相应的音频编码（Coding of Moving Pictures and Associated Audiofor Digital
Storage Media at up to about l.5Mbit／s）。
MPEG—1共包含五个部分，其中最主要的三个部分为MPEG.1视频、MPEG一1音频和MPEG—1系统三
个部分。
其中MPEG一1视频采用基于块的运动补偿、DCT变换和量化的混合编码方法，达到大约在1.2Mbit／s
的视频压缩码率。
MPEG—1音频支持音频压缩，与现行的CD，DAT等媒体所采用的PCM标准兼容。
MPEG—1系统支持比特流的复用和解复用。
现在所看到的VCD质量就是MPEG—1当时设想的视频质量，目前仍然广泛应用在PC和基于WEB的压
缩视频文件存储方面。
MPEG—2是继MPEG—1之后推出的运动图像压缩编码标准，其全称是ISO／IEC 13818，运动图像和伴
音信息的通用编码（Generic Coding of Moving Pictures and Associate AudioInformation）。
MPEG开始时的计划有3个：1.5Mbit／s的MPEG—1，10Mbit／s的MPEG—2及40Mbit／s的MPEG—3，
后来MPEG—3工作项目在1992年7月撤销，因为MPEG—2的功能完全覆盖MPEG—3。
MPEG—2目的是满足数字电视应用潜在的巨大市场，与MPEG—1相比，它在许多方面做了重大改进，
从而满足更大范围的应用领域。
如能支持隔行扫描视频信号的压缩编码，具有更加灵活的语法结构，编码效率提高，支持灵活和高效
的“系统”描述，MPEG—2具有向下兼容性（与MPEG—1兼容），并第一次引进有关档次（Profiles）
和等级（Levels）概念。
按照编解码技术的简单还是复杂，将各类应用分为不同档次，其中每个档次都是MPEG一2语法的一个
子集。
按照图像格式的简单或复杂，每个档次又划分为不同的等级，每种等级都对有关参数规定了一定的约
束条件。
MPEG—2共包含10个部分，其中最主要的3个部分分别为MPEG—2系统ISO／IEC 13818—1，MPEG—2
视频ISO／IEC13818—2和MPEG—2音频ISO／IEC 13818—1。
MPEG—2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标准，在通过电缆、卫星、地面微波信道上传输的数字电视和高清晰度数
字电视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它具有DVD一样的视频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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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字图像处理及其MATLAB实现》为了便于读者查阅MATLAB中图像函数，附录A中给出了图像处
理工具箱的函数名及相应的说明；为了充分发挥MAT—LAB与VC的优点，附录B给出了一种将二者进
行混合编程进行数字图像处理的过程并给出了一个进行傅立叶变换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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