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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电子、信息、通信、电气、自动化、计算机等相关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
全书分为八章。
第1章是数字视频信号与表示，主要介绍人眼与视觉感知特性、视频信号的概念与分类，重点阐述计
算机视频、摄像机视频、SR（、B视频、YCRCB视频、TMI）S视频、LVDS视频等信号的物理特征；
第2章是数字视频模型，主要介绍数字视频的数学模型、分析模型和变换模型，重点阐述反射模型、
统计模型、线性变换模型和正交变换模型；第3章是视频时空域采样，主要介绍抽样和量化的原理、
计算机视频时空域采样方法、摄像机视频时空域采样方法，重点阐述视频采样的空间结构、频谱分析
、电路原理、梳状滤波方法、ITI_1656规范与RAW协议；第4章是数字视频压缩，主要介绍视频压缩基
本原理与方法、视频压缩标准与应用、视频压缩新方法与发展趋势，重点阐述视频压缩的必要性与可
能性、PCM与预测编码、无损压缩编码、DCT与DWT变换编码、JPEG标准、H.263与H.264标准
、MPEG4与MPEG7标准、AVS标准；第5章是数字视频滤波，主要介绍数字视频畸变模型与失真分析
、数字视频滤波方法、数字视频增强方法，重点阐述数字视频噪声滤波原理与算法、数字视频的块效
应和蚊式噪声、数字视频细节增强、数字视频色彩变换与肤色校正、数字视频运动模糊与处理、电子
稳像原理与方法；第6章是数字视频分析，主要介绍数字视频的数据组织、数字视频分析理论与算法
、数字视频运动估计方法，重点阐述镜头变换检测与表达、关键帧提取、镜头聚类与场景分割、视频
内容提取与检索、运动检测与估计；第7章是数字视频变换，主要介绍数字视频格式变换、分辨率变
换、数字视频校正、数字视频融合与OSD方法，重点阐述色度空间表示与变换方法、扫描变换、帧频
变换、视频缩放与旋转方法、几何校正与（校正；第8章是数字视频显示，主要介绍视频显示原理与
器件、视频显示系统及应用、数字视频显示新技术。
重点阐述液晶显示原理与器件、OLED显示原理与器件、视频显示终端原理与技术、嵌入式视频显示
技术。
　　本书是作者十多年“数字视频处理”、“信息显示系统”、“信息可视化技术”等课程教学体会
的归纳；是作者20多年科研实践的总结，包括“九五”国防预研课题“灵境技术中实时图形图像生成
技术”、921项目“XX通用视频显控系统”；“十五"863项目“XX可见光场景产生器”、航空基金项
目“XX三维地图与视频图像处理关键算法、921项目“：XX仪表系统用彩色液晶显示器部件”、国防
型谱课题“液晶显示器件及显示器”、国防型号重点项目“XX多功能显示器（MFD）”；“十一五
”863重大专项“XX一体化信息处理系统”、国防预研项目“XX数字视频处理与格式变换方法”、中
国人民银行金融安全重大专项“基于数字视频技术的银行票据防伪鉴别技术”；“十一五”国家数字
电视标准项目“地面数字电视传输标准研究”；“十一五”安全攻关课题“基于安全控制的手指静脉
视频信息处理算法”、“甚低码率高质量远程视频编解码算法”、“视频图像智能识别与反恐预警系
统”、“车载信息综合处理与可视化系统”、“基于视频分析的疲劳检测与安全预警系统”、“车载
设备数字视频处理新方法”、“数字视频在智能家居中的应用技术”、“基于安全监视的数字视频录
像新方法”、“基于数字视频理解的身份识别与认证新方法”、“基于达芬奇平台的网络摄像机和手
机监控”；国防重点工程项目“视频处理与可视化关键技术”、国家直播卫星型号项目“高清晰数字
视频处理与可视化关键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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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视频信号的概念、数字视频模型、时空域采样、数字视频压缩等经典内容；精
辟地阐述了视频失真模型、数字视频滤波、数字视频分析、运动估计、数字视频变换、平板显示器件
、液晶显示系统等前沿技术和成果，深入地论述了海量视频处理、智能视频分析和高清显示技术。
    本书是作者十多年“数字视频处理”、“信息显示系统”、“信息可视化技术”等课程教学体会的
归纳，是作者20多年科研实践的总结。
本书可作为电子、信息、通信、电气、自动化、计算机等相关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是
从事智能视频监控、数字电视系统、高清晰视频显示系统等领域研发工作的科技人员极其重要的参考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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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分形图像编码技术从提出到现在才二十几年，但是发展速度之快令人惊讶，国际上发表的相关文
献逐年增加，商业化的软件、硬件已在市场上有所出售。
　　分形图像编码存在着编码时间长，压缩比在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不够高等问题。
但是随着计算机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并取得突破后，快速、极高压缩比的分形图像编
码将逐渐实现。
　　分形图像编码是目前公认的最有前途的编码方法之一，对信源的先验知识要求极少，不必对图像
进行先验统计得出最佳方案，作为一种新的图像编码方法，它考虑图像中更多的信息，非常适合那些
存在大量的自相似性或自仿射性的图像。
为了解决分形图像编码的不足，分形图像编码研究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综合分析当前
自动编码的各种算法，继续寻找具有较快编码速度、高压缩比、改善压缩效果的突破性改进方法。
　　（2）研究按分形维数分割图像、将分形维数相同的区域块用分形方法进行编码的理论、方法和
算法。
　　（3）继续寻找分形编码与其他编码方法相结合的新方法，特别是与小波分析相结合的编码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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