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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图像通信是当今通信技术中发展非常迅速的一个分支。
宽带通信技术、微电子技术、计算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等的飞速发展，都有力地推动了这门学科的发展
，产生了愈来愈多的新型图像通信方式。
图像通信的范围日益扩大，图像传输的有效性、可靠性和安全性不断得到改善。
　　在我国，图像通信市场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一方面，视频会议市场正在快速增长；另一方
面，图像通信开始不再局限于行业高端视频会议的应用，而是走向“寻常百姓家”。
从国内视频通信市场来看，2008年视频通信市场的增幅为40％～50％，视频运营业务收入达到了5亿元
人民币，我国视频通信整体市场规模达到了34亿元人民币。
2009年，是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及中国电信三大通信运营商已经或者正打算推出3G手机的元年，而手
机电视、视频通话成为3G业务的重头戏。
2010年，视频内容流量的增长将会超越传统的P2P流量。
据预测，2008 2013年，全球网络IP流量可能会增加66倍，其中，64％的流量将是视频。
到2015年，视频通信流量的增长将会超越传统内容流量。
学科发展、市场需求将对图像通信方向的人才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
　　作者所在课题组自1998年开始从事图像通信相关的研究工作以来，陆续得到国防预研基金、航空
科学基金、航天支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863项目、国家973计划等的大力支持，特别是有
幸参与了数字电视地面传输国家标准（GI-l 20600 2006）的制定和系统研制、×××无人机图像传输系
统设计研制、×××高清视频压缩传输系统研制、网络立体电视系统研制等重大项目，对图像通信方
向有较系统的理解和较丰富的工程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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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图像通信方面的一本教材，主要介绍图像通信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最新应用系统。
全书共分9章，主要包括图像信号的表示、图像通信中的信息论基础、图像编码、图像抗差错传输以
及典型的图像通信系统。
图像编码部分在介绍常见的静止图像编码和运动图像编码之后，还较系统地介绍了先进的视频编码技
术，包括可伸缩视频编码、多描述编码、分布式视频编码和多视点视频编解码。
除了介绍常见的图像抗差错机制外，还重点介绍了信源信道联合技术在图像通信中的应用。
通过对这些内容的介绍，使读者能更加深入地了解现代图像通信技术，并能应用到科学研究与技术开
发中去，推动我国图像通信事业的蓬勃发展。
    本书可以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也可供通信工程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学习
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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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通常说的“光”是指人眼能够感觉到的部分电磁波，即可见光。
一般可见光指波长在380～780nm范围内的电磁波。
可见光的光谱成分，即波长组成决定了人眼对其的彩色感觉。
人类视觉能够接收到两种类型的颜色：自身发光物体（照明光源）的颜色和被照射物体（反射光源）
的颜色。
自身发光物体的颜色取决于其所发射能量的波长范围，遵循相加原则：几个混合照明光源的彩色感觉
取决于所有光源光谱的总和。
被照射物体的颜色由入射光的光谱成分和被吸收的波长范围决定，遵循相减原则：几个混合反射光源
的彩色感觉取决于剩余的未被吸收的波长。
　　人类的彩色感觉具有亮度和色度两个属性。
亮度指被感知的光的明亮程度，它与可视频带中的总能量成正比。
色度指被感知的光的颜色和深浅，由光的波长成分决定。
色度又包含两个属性特征：色调和饱和度。
色调指彩色的颜色，由光的峰值波长决定。
饱和度是指颜色的纯度，由光谱的范围或带宽决定。
　　灰度图像仅仅包含采样点的亮度信息，只需要一个数值就可以表示。
而彩色图像的表示则较为复杂。
根据人眼的生理结构，人们构造了不同的颜色模型或颜色空间来表示图像的颜色，任何一种颜色都可
以分解为颜色空间中的一个或多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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