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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数字图像处理是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而开拓出的一个新的计算机应用学科，是一个应用面
极为广泛的多学科交叉渗透的领域，是多媒体信息处理的一个重要分支。
数字图像处理集合了光学、数学、计算机科学、电子学、信息论、控制论、物理学、心理学和生理学
等多门学科。
在科学研究、工农业生产、军事、公安、医疗卫生、教育等许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产生了巨大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推动社会发展、改善人们生活水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针对目前实用化教育和职业化教育的特色和需要，本书对数字图像处理领域的基础理论和常用技
术进行了适当的选择，突出了图像处理的实用性和工程应用性。
在着重介绍必要的数字图像处理经典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与日常生活和工程实际密切相关的实用技术
，列举了大量的实例，使数字图像处理的原理和概念具体化，引导读者将基本的理论和概念应用到实
际中。
　　与侧重于理论推导和注重学科宽度、广度的数字图像处理书籍不同，本书对阅读者的理论起点和
技术基础做了充分的考虑，并针对职业化教育学习目的和应用需要，关注于数字图像处理的知识与实
际生活中的应用相结合，把重点放在了图形制作、疑难解释、实例操作等方面，详细介绍了数字图像
处理的相关概念、数字图像的获得、数字化设备的使用与选择要点等较为实用的技术和技巧，可以使
学生将对数字图像处理的兴趣与生活中的实践操作尽快地结合，使其既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又可以
掌握扎实的实用技能。
通过本书的学习，学生可以较为直观地掌握基本的概念和理论，同时可以学习到具体的操作方法和手
段，直接面向工作或工程实际，具有较好的实用性和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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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字图像处理教程》侧重于理论推导和注重学科宽度、广度的数字图像处理书籍不同，《数字
图像处理教程》对阅读者的理论起点和技术基础做了充分的考虑，并针对职业化教育学习目的和应用
需要，关注于数字图像处理的知识与实际生活中的应用相结合，把重点放在了图形制作、疑难解释、
实例操作等方面，详细介绍了数字图像处理的相关概念、数字图像的获得、数字化设备的使用与选择
要点等较为实用的技术和技巧，可以使学生将对数字图像处理的兴趣与生活中的实践操作尽快地结合
，使其既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又可以掌握扎实的实用技能。
通过《数字图像处理教程》的学习，学生可以较为直观地掌握基本的概念和理论，同时可以学习到具
体的操作方法和手段，直接面向工作或工程实际，具有较好的实用性和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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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压缩标准3．4　图像复原3．4．1　退化模型3．4．2　估计退化参数3．4．3　无约束复原3．4．4
　有约束复原3．5　图像边缘提取3．5．1　边缘提取的基本概念3．5．2　拉普拉斯高斯（LOG）算
子法3．5．3　Canny法提取图像边缘3．5．4　图像边缘检测中的几个相关问题第4章　数码扫描图像
处理4．1　扫描仪的发展4．1．1　概述4．1．2　市场趋势4．1．3　扫描图像文件格式4．1．4　热
点技术4．1．5　多元化的竞争4．2　扫描仪的器件组成4．2．1　光电转换部件4．2．2　扫描仪的光
源4．2．3　A／D转换器4．2．4　扫描仪主板4．2．5　机械传动部分4．3　扫描仪工作原理4．4　
如何选择合适的扫描设备4．5　扫描仪的操作注意事项4．6　扫描仪的安装4．7　扫描成像实例第5章
　数码相机成像5．1　数码相机的发展5．2　数码相机与传统相机比较5．2．1　数码相机与传统相机
的构成器件区别5．2．2　数码相机与传统相机在功能操作上的区别5．2．3　数码相机的技术缺陷5
．2．4　数码相机与传统相机优缺点比较5．3　数码相机的成像工作原理5．4　数码相机成像关键技
术5．5　数码相机图像常用文件格式第6章　三维图像处理技术6．1　三维图像6．2　制作三维图像的
软件6．2．1　3D MAX简介6．2．2　3D MAX软硬件要求6．2．3　三维图像创建基本流程6．3　3D
动画制作基本概念6．3．1　关键帧与时间6．3．2　动画控制6．3．3　路径控制6．3．4　层级6．3
．5　使用虚拟对象6．3．6　运动控制器使用6．3．7　轨迹视图6．4　3D MAX图像制作实例第7章
　Photoshop CS与数码相片处理7．1　Photoshop CS基础知识7．1．1　Photoshop CS概述7．1．2
　Photoshop CS的工作环境7．1．3　Photoshop CS图像编辑操作7．1．4　Photoshop CS图像处理中的
基本概念7．2　数码照片处理及Photoshop的基本操作7．2．1　数码相片处理介绍7．2．2　使
用Photoshop CS处理数码照片7．2．3　数码照片处理特点7．3　数码照片简单处理技术7．3．1　数码
照片的修剪7．3．2　数码照片背景更换7．3．3　数码照片色彩调整7．4　数码照片高级处理技术7
．4．1　修复模糊的照片画面7．4．2　曝光不足和过度的照片修复7．4．3　校正偏色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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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观察颜色的场合也会出现对比现象，在图像的色度一样，而背景不同的情况下，感觉到的图像
的色度也不一样。
　　对同时对比效应有一个基尔希曼规则，基本内容为：　　（1）目标比背景小，颜色对比大。
　　（2）颜色对比在空间分离的两个邻域内也能发生，间隔大时则效果较小。
　　（3）背景大，对比量也大。
　　（4）明暗对比最小时，颜色对比最大。
　　（5）明暗对比相同时，背景色度高对比量大。
　　（6）亮度或颜色的恒定性，即无论亮度变化而感觉保持一定的倾向。
例如我们感觉一张白纸的亮度，照明光改变时它也不怎么改变，总有一定的亮度感觉。
　　同时对比效应有以下几种实例。
　　（1）彩色饱和度对比效应面积相同、色度与亮度相同的红色区域分别被亮度相同的灰色和红色
背景包围，相比之下会感觉红色背景包围的红色区域饱和度较低。
　　（2）彩色色调对比效应面积相同、色调与亮度相同的橘红色区域分别被黄色和红色背景包围，
相比之下会感到黄色背景包围的橘红色偏红，而红色背景包围的橘红色偏黄。
　　（3）面积对比效应色度、亮度相同而面积不同的两个彩色区域，面积大的一块会给人以亮度和
饱和度都高一些的感觉。
　　3.侧抑制现象　　侧抑制通常指视网膜上相邻的感光细胞之间相互作用的现象。
刺激某一感光细胞使其产生兴奋，再刺激另一相邻感光细胞，后者的反应对前者的反应有抑制作用。
Hartline及其同事通过对鲎复眼30年的细致研究，发现了视觉系统的侧抑制机制，Hartline为此获得
了1961年的诺贝尔生理及医学奖。
双神经元的抑制模型见图2-6。
　　4.其他的视觉错视现象　　人类感知现象的另外例子是视觉错觉。
在错觉中，眼睛填充了不存在的信息或者错误地感知物体的几何特点。
如图2-7（a）所示，一个正方形的轮廓看得很清楚，尽管在图像中这些部分并没有线。
相同的效果在图2-7（b）中也可以看到，此时可以看到一个圆，注意到仅仅是几根线就足以给出一个
完整圆的错觉。
在图2-7（c）中两条水平线段长度相同，但是上一条显得比下一条短。
最后，图2-7（d）中所有旋转45。
的线都是等距离的平行线，然而画有交叉影线就产生了错觉，觉得这些线不再平行。
视觉错觉是人类视觉系统的一个特性，产生这一特性的原因尚未完全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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