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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介绍数字视频信号处理基本概念和常用算法的基础上，从实用性的角度出发，借助ADI公
司的Blackfin系列DSP处理器平台，讨论了嵌入式视频处理的相关问题。
主要内容包括：绪论、数字视频基础、数字信号处理与嵌入式开发、基于Blackfin处理器的最小视频系
统、视频应用设计原则及基础应用简介、图像与视频处理软件开发包、视频运动分析及应用、视频编
解码理论及实现、视频时空滤波及实现。
后面几部分中包含了运动跟踪、H.264编解码和视频去交错应用等具体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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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当一定强度的光突然作用于视网膜时。
不能在瞬间形成稳定的主观亮度感觉，而是按近似指数规律上升；当亮度突然消失后，人眼的亮度感
觉并不立即消失，而是按近似指数规律下降。
人眼的亮度感觉总是滞后于实际亮度的，这一特性称为视觉惰性或视觉暂留。
在中等亮度的光刺激下，视力正常的人视觉暂留时间约为0.1s。
人眼受到频率较低的周期性的光脉冲刺激时，会感到一亮一暗的闪烁现象。
如果将重复频率提高到某个定值以上，由于视觉惰性，眼睛就感觉不到闪烁了。
不引起闪烁感觉的最低重复频率称为临界闪烁频率。
临界闪烁频率与光脉冲亮度、亮度变化幅度等相关。
人眼临界闪烁频率约为46Hz。
对于重复频率在临界闪烁频率以上的光脉冲，人眼不再感觉到闪烁，这时主观感觉的亮度等于光脉冲
亮度的平均值。
除了以上主要特性，人眼还有以下视觉特性：（1）亮度适应性：人眼由亮环境进入暗环境时开始什
么也看不见，经过一段时间适应才能看清物体，称为暗适应，需30～45min；由暗环境进入亮环境时视
觉可以很快回复，称为亮适应性，需2～3min。
（2）色调对比效应：面积、色度和亮度相同的两个橘红色区域分别处于黄色和红色背景包围下，人
眼感觉黄色背景包围的橘红色偏红，红色背景包围的橘红色偏黄。
（3）饱和度对比效应：面积、色度和亮度相同的两个红色区域分别被亮度相同的灰色和红色背景包
围，人眼会得到不同饱和度的感觉。
（4）面积对比效应：色度、亮度相同，不同面积的两个彩色区域，面积大的一块会给人以亮度和饱
和度都较强的感觉。
（5）马赫效应：人眼对中频成分的响应较高，对高、低频率成分的相应较低。
因此在观察亮度跃变时，会感到边缘侧更亮，暗侧更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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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字视频处理原理及DSP实现》特色：内容系统，涵盖视频开发方方面面。
叙述由浅入深，强调实用性突出软件设计原则及工具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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