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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人类获取外界信息的渠道中，用眼睛感受的视觉信息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除了自然景象外，
大量由计算机处理和生成的图像丰富了视觉的范畴，成为多媒体世界最重要的成员之一。
　　图像处理技术发展到今天，许多技术已日趋成熟，在各个领域的应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和显著的
经济效益。
如在工程领域、工业生产、军事、医学以及科学研究中的应用已十分普遍。
通过分析资源卫星得到的照片可以获得地下矿藏资源的分布及埋藏量；利用红外线、微波遥感技术可
侦查到隐蔽的军事设施：×射线CT已广泛应用于临床诊断，由于它可得到人体内部器官的断层图像，
因此，可准确地确定病灶位置，为诊断和治疗疾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在工业生产领域的设计自动化及产品质量检验中更是大有可为。
在安全保障及监控方面、通信及多媒体技术中，图像处理技术更是重要的关键技术。
因此，图像处理技术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正因为如此，图像处理受到了各界的广泛重视，科学工作者经过不懈地努力，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就，并正在向更加深入及更高的层次发展。
本教材是为了更好地应对信息化、数字化社会的挑战，实现大学本科生和工程技术型人才培养的目标
，并结合作者多年来的教学和研究实践编写而成。
　　本书共10章，内容包括数字图像处理基础知识、图像的数字化与显示、彩色图像处理、图像的几
何变换、图像的增强、基于形态学的图像处理、图像分割、图像复原、图像特征与理解、图像编码。
　　本教材具有以下特色：　　（1）内容系统、新颖。
系统讲述了数字图像处理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以及数字图像处理的新技术。
　　（2）重点突出。
侧重数字图像处理的思想和算法实现。
　　（3）实用性强。
通过实例的分析和实现，使学生深刻理解和掌握图像处理的理论和方法。
　　（4）实践性强。
以Visual Basic为编程工具，采用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思想，便于读者将学过的编程方法应用到实践中
。
　　（5）附有习题。
每章均给出一定的习题，帮助读者巩固所学知识点。
　　本书第1、2、4章由李珊编写，第3章由宋丽辉编写，第5、6、7章由张秋菊、吉建华编写，第8
、10章以及前言由梁光华编写，第9章由张芳芳、梁光华编写。
全书由莫德举统稿。
　　本书在编写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在本书编写中，作者参考了大量书籍、资料和网络电子文献，同时也融入了作者在数字图像处理
教学和研究中的经验。
鉴于作者的学识水平，书中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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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字图像处理》系统介绍了数字图像处理的基本理论、基本算法以及用Visual Basic 6.0（简
称VB6.0）进行图像处理、编程的方法。
《数字图像处理》强调现代数字图像处理理论与应用的紧密结合。
在阐述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力图通过习题、实验和计算机软件工具使学生掌握学习图像处理的基本方
法。
全书共分10章，包括图像数字化与显示、图像变换、图像增强、图像编码与压缩、图像复原、图像分
割、彩色图像处理、数学形态学及数字图像处理的应用等内容。
《数字图像处理》可作为理工院校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以及自动化等专业
高年级本科生的教材和供工程技术人员阅读，也可以作为相关专业本科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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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世纪80年代，美国一家著名的在线信息服务机构Compn Serve针对当时网络传输带宽的限制，开
发了GIF、图像格式。
先看到图像的大致轮廓，然后随着传输过程的继续而逐步看清图像中的细节部分，从而适应了用户的
“从朦胧到清楚”的观赏心理。
目前Internet上大量采用的彩色动画文件多为这种格式的文件。
　　GIF格式只能保存最大8位色深的数码图像，所以它最多只能用256色来表现物体，对于色彩复杂的
物体就力不从心了。
但是，这种格式仍在网络上广泛应用，这和G1F图像文件短小、下载速度快、可用许多同样大小的图
像文件组成动画等优势是分不开的。
　　（3）JPEG格式　　JPEG格式由联合照片专家组（Joint Photographic Experts Group）开发并命名为
“ISO10918-1”，JPEG仅仅是一种俗称而已。
JPEG文件的扩展名为.jpg或.jpeg，其压缩技术十分先进，它用有损压缩方式去除冗余的图像和彩色数
据，获取极高的压缩率的同时能展现十分丰富生动的图像，换句话说，就是可以用最少的磁盘空间得
到较好的图像质量。
由于JPEG格式的压缩算法是采用平衡像素之间的亮度色彩来压缩的，因而更有利于表现带有渐变色彩
且没有清晰轮廓的图像。
　　同时JPEG格式还是一种很灵活的格式，具有调节图像质量的功能，允许用不同的压缩比例对同一
文件压缩，如最高可以把1.37MB的BMP位图文件压缩至20.3KB。
当然，完全可以在图像质量和文件尺寸之间找到平衡点。
　　基于JPEG格式的优点，其应用非常广泛，特别是在网络和光盘读物上。
目前各类浏览器均支持JPEG这种图像格式，主要是因为JPEG格式的文件尺寸较小，下载速度快，使
得Web页有可能以较短的下载时间提供大量美观的图像。
　　（4）JPEG 2000格式　　JPEG 2000格式同样是由JPEG组织负责制定的，正式名称叫做“ISO 15444
”，与JPEG格式相比，它是具备更高压缩率以及更多新功能的新一代静态影像压缩技术。
　　JPEG 2000格式做为JPEG的升级版，其压缩率比JPEG高约30％。
与JPEG格式不同的是，JPEG 2000格式同时支持有损和无损压缩，而JPEG格式只能支持有损压缩。
无损压缩对保存一些重要图片十分有用。
JPEG 2000格式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在于它能实现渐进传输，这一点与GIF格式的“渐显”有异曲同
工之妙，即先传输图像的轮廓，然后逐步传输数据，不断提高图像质量，让图像由朦胧到清晰显示，
而不像JPEG格式，由上到下慢慢显示。
　　此外，JPEG 2000格式还支持所谓的“感兴趣区域”特性，用户可以任意指定影像上感兴趣区域的
压缩质量，还可以选择指定的部分先解压缩。
JPEG 2000格式和JPEG格式相比优势明显，且向下兼容，因此取代传统的JPEG格式指日可待。
　　JPEG 2000格式可应用于传统的JPEG市场，如扫描仪、数码相机等，亦可应用于新兴领域，如网路
传输、无线通信等。
　　（5）PSD格式　　PSD格式是Photoshop的专用格式（Photoshop Document）。
PSD其实是Photoshop进行平面设计的一张“草稿图”，它里面包含有各种图层、通道、遮罩等多种设
计的样稿，以便于下次打开文件时可以修改上一次的设计。
在Photoshop所支持的各种图像格式中，PSD格式的存取速度比其他格式快很多，功能也很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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