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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Contourlet变换：影像处理应用》以Contourlet变化在图像处理中的应用为研究对象，介绍
了Contourlet变换在影像压缩、超分辨率重建、影像融合等方面的应用。
第1章概述了相关影像处理的主题，重点介绍了图像压缩和遥感影像超分辨率重建技术的研究现状。
第2章阐述了从图像的多分辨率分析（以小波变换为代表）到图像的多尺寸几何分析（以Contourlet变
换为代表）的演变过程，以及相关的理论基础。
第3章介绍了Contourlet变换在图像去噪以及像素级融合中的应用。
第4章是Contourlet变换在图像压缩中的应用研究，并介绍了几种压缩图像的补偿算法。
第5章主要介绍了图像超分辨率的一些算法以及Contourlet变换在其中的应用。
　　《Contourlet变换：影像处理应用》可供计算机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参考阅读，旨在帮助读者透
彻理解和掌握Contourlet变换与方向滤波器组的基本原理和框架。
初步了解Contourlet变换在图像处理领域中的应用，为进一步深入研究问题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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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人类社会已迈进了21世纪，20世纪带给我们的科学与技术的传奇仍然在科学家和
学者们的不懈努力下继续上演着，社会仍然被科学这一伟大的力量继续飞速地推进。
在人们的意识中，地球已经缩小，世界正在经历由A（atom-原子）到B（bit-比特）的转变。
整个世界的节奏随着科技进步的步伐而加快。
　　1901年，意大利发明家马可尼成功地实验了跨越大西洋的无线电报，从此人类可以以光速传递信
息；1946年，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摩尔学院问世，架起了从A（analog-模拟）到D
（digital-数字）的伟大桥梁，此后的五十年，地球在飞快地数字化；1957年，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
其后不久对地观测卫星就为人们发回了大量有关地球的信息，人类开始以崭新的视角来重新认识自己
赖以生存的世界。
通过神奇的电波，人们接受着信息，借此探索着浩瀚宇宙的秘密；通过神奇的电波，人们发出着信息
，期待着与其他存在生命的星球一起开发宇宙；通过神奇的电波，人们传递着信息，在彼此之间的距
离瞬问缩短。
如今，人们甚至可以做到足不出户，只需敲击键盘、点击鼠标就可以满足几乎所有的生活信息需求。
伴随着航天、遥感、通信和计算机技术的全面发展，人类社会在信息时代中获得了越来越广阔的空间
。
　　1.1　引言　　众所周知，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信息时代，而美国当仁不让地成为信息时代前进步伐
的引导者。
1993年，美国提出信息高速公路的概念，倡导建立“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NII）。
1994年，美国签署了行政命令，决定建立“国家空间数据基础设施”（National Spatial Data
Infrastructure，NSDI）。
1998年，美国又推出了“数字地球”（digital earth）的概念和构想，“数字地球”是美国继“星球大战
”和“信息高速公路”之后的又一次全球性的战略计划。
戈尔在其报告中称：“数字地球将给我们一个空前的机会，可以将关于我们社会和我们星球的原始数
据流转换成可以理解的信息，这种数据不仅包括地球的高分辨率的卫星影像、数字地图，也包括经济
、社会和人口的信息。
如果成功的话，它将在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决策、土地利用规划、农业以及危机处理等领域产生很大
的社会和商业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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