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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数字视频技术的迅速发展，近年来各种视频应用层出不穷，特别是网络技术和无线通信技术
的快速发展，不仅为视频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也使得视频应用有了更大的需求。
为了适应目前高等院校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对于数字视频知识的需求，作者在长期从事有关数字视频
技术教学、科研实践的基础上编写了本书。
　　本书共12章。
其中第1-4章介绍了数字视频图像的基础知识，包括视频图像的表示、变换和预处理。
第5、6章介绍了视频图像分割技术，包括图像分割的基本方法和视频分割的理论与方法。
第7～9章介绍了视频图像分析，包括图像匹配、图像识别和运动目标跟踪。
第10、11章介绍了视频图像传输，包括视频图像编码和多媒体通信。
第12章介绍了视频图像在智能交通系统中的具体应用。
　　本书内容详尽，重点突出，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每章后有习题供读者思考或练习，智能可作
为信息工程、计算机、通信、自动化等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也可作为工程
技术人员的参考资料或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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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字视频图像处理与通信》共12章，第1～4章介绍了数字视频图像的基础知识，包括视频图像
的表示、变换和预处理。
第5、6章介绍了视频图像分割技术，包括图像分割的基本方法和视频分割的理论与方法。
第7～9章介绍了视频图像分析，包括图像匹配、图像识别和运动目标跟踪。
第10、11章介绍了视频图像传输，包括视频图像编码和多媒体通信。
第12章介绍了视频图像在智能交通系统中的应用。
　　《数字视频图像处理与通信》内容详尽，重点突出，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每章后有习题供读
者思考或练习，可作为信息工程、计算机、通信、自动化等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或教学参
考书，也可作为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资料或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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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了输出供人观看的照片或屏幕显示，必须充分研究人的视觉系统，因为人的视觉系统是图像系
统的最后终端，而系统输出的图像最终要由人的视觉系统来评价。
当然，为了提高计算机处理图像的效率，还必须对通常遇到的大量图像进行分析、统计，从而找出其
内在规律，以使算法大为简化。
　　2.1.1 图像的概念　　人眼视觉系统对亮度有一个很大的适应范围，从暗视觉门限到眩目门限之间
的范围在10量级。
但人的视觉系统并不能同时工作在这么大的范围，它工作的具体范围要小得多，是以亮度适应级为中
心的一个小范围。
亮度适应区间不大，一般小于64级。
　　2.亮度适应和区分人眼类似于一个光学透镜系统，它的前面是一个晶状体，后面是一层视网膜。
晶状体相当于透镜，通过晶状体周围的肌肉，可以对它进行调整（相当于调节透镜的焦距），以使不
同距离的景物在视网膜上成像。
虹膜中间是瞳孔，通过肌肉调节瞳孔的大小可以调整进入眼睛的光通量（相当于照相机的光圈），外
面光太强时，瞳孔就会缩小。
视网膜上分布着众多的感光细胞，分为锥状细胞和柱状细胞。
锥状细胞对颜色敏感，每个锥状细胞都连接一个神经末梢，所以能够区分细节，并且它对亮度敏感，
这种视觉称为亮视觉。
柱状细胞是几个连接一个神经末梢，所以它的分辨率低，主要提供景物的整体形象，不感受颜色，并
对低照度敏感，这就是为什么在夜晚人眼感觉不到彩色，这种视觉也称为暗视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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