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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视觉信息质量评价是影像工程的重要研究分支，在图像处理、图像分析、图像理解、计算机视觉
和模式识别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也是近年来重要的理论研究热点。
这本《视觉信息质量评价方法》由高新波和路文著，系统地讲述了图像和视频质量评价的基本理论和
经典方法，阐明了本领域研究的前沿课题及许多开放性的问题，介绍了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
主要内容有：图像质量评价方法的研究进展、人类视觉系统、全参考型图像质量评价方法、部分参考
型图像质量评价方法、无参考型图像质量评价方法、视频质量客观评价方法、视觉信息质量主观评价
方法、视觉信息质量评价的应用系统，以及生物特征图像质量客观评价方法，最后是总结与展望。

　　本书可作为有关领域研究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资料和手册，也可作为理工科大学通信与信
息系统、信号与信息处理、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自动控制等专业的博士生、硕
士生及高年级本科生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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