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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78年1月，在开始撰写《数字图像处理》第]版的前言时，我写道：“在过去10年中，图像处理
领域发展迅速，在大量应用中，人们越来越多地采用图像，该领域与数字计算机在尺寸、速度和成本
有效性以及相关信号处理技术等方面保持同步发展。
图像处理在科学、工业、空间技术和政府应用中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角色。
”　　1991年1月，在第2版前言中，我写道：“13年后，当我为第2版写此前言时，我发现所引述的句
子仍然有效。
20世纪80年代是这个领域迅速成长和成熟的10年，这10年的伊始，许多图像处理技术仅是研究人员的
学术兴趣而已；当时这些技术的应用速度太慢，且开销太大。
今天，感谢算法及其实现方法的进展，图像处理已经在众多应用申成为一项重要的成本划算的技术。
”　　2000年8月，在第3版前言申，我写道：“现在，在21世纪的这个开端，图像处理已经成为一门
成熟的工程学科，但图像处理理论基础申的进展仍在继续。
撰写本书第3版的一些原因是改正第2版中的缺陷、删除人们不太关注方面的內容，并添加新的、重要
的专题讨论。
撰写第3版的另一个推动因素是包括交互性的、计算机显示图像示例，以便说明图像处理的概念。
最后一方面就是在第3版包括计算机编程练习。
以便巩固其理论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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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字图像处理(原书第4版)详细完整地涵盖了数字图像处理领域连续图像、离散图像、二维信号处
理等经典内容，同时还包括了最新(IEEE图像处理会报、IEEE模式分析和机器智能会报、John
Wiley&Sons公司图像系统和技术国际期刊，图像处理技术会议)的技术内容。
本书探讨了图像增强和恢复、图像分析等新专题，并包括了形象地说明本书理论内容的交互计算机显
示图像示例及计算机编程练习。
这些练习可以使用程序员图像内核系统(PIKS)应用程序接口来实现。
本书可作为数字图像处理的研究工作指南，用作关于这个主题的电子工程或计算机科学课程的教材。
同样，本书可用作献身于图像处理研究的科技人员、图像处理硬件和软件系统的开发人员和在其应用
中以图像处理作为工具的实践工程师和科技人员的参考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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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等式约束和不等式约束能够改善病态恢复模型的恢复性能。
这些约束条件有对独立像素值的约束、对一些像素值比值的约束、对部分或者所有像素值的和的约束
以及对像素值幅度的约束。
　　通常，以像素值不等式约束形式出现的先验信息是很有用的。
图像形成过程的物理性质使得像素值是非负值。
此外，这些值的上界通常是已知的，因为图像只能用有限的比特进行数字化，每个像素都是用有限的
比特表示的。
因为需要将图像与显示器的动态范围进行拟合，这一过程必然会引入幅度约束。
一种方法是对恢复图像进行线性缩放以满足显示器对图像的要求。
这个过程是不必要的，这是因为超出范围的像素很少，对整幅图像进行缩放会引起所有其他像素对比
度的下降。
同样，恢复图像的平均亮度也会受到缩放的影响。
另外一个经常使用的方法是将超出显示范围的像素裁减掉。
虽然在主观上，相比缩放的方法，这个方法更为可取，但是这样会引入偏差。
　　如果在图像恢复过程中确定了一个先验的像素幅度限制范围，最好能够将这些限制范围直接吸收
到恢复过程中，而不是对恢复以后的图像任意地施加这些约束。
为此，人们提出了一种不等式约束的恢复技术。
　　最小平方恢复的积分误差在式（12.6-5）的约束下达到最小。
在这一框架下，恢复问题就转变成为了二次规划问题。
在绝对误差的计算中，恢复问题则转变成为了线性规划问题。
一个关于不等式约束的先验知识，可能极大地降低恢复图像中像素的不确定性。
然而，对于等式约束，则可能引入未知量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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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字图像处理（原书第4版）》给出数字图像处理领域的完整介绍，并包括了本领域内最新技
术的崭新内容。
具体内容涵盖了新的专题，并包括交互计算机显示图像示例及计算机编程练习.透彻地解析说明了《数
字图像处理（原书第4版）》的理论内容这些练习可以使用程序员图像内核系统（PIKS）应用程序接
口来实现。
WillicamKPratt一直致力于图像技术领域，他曾在如下单位工作：南加利福尼亚大学、Vicom系统公司
、Sun微系统公司，以及最近的PixelSoft公司。
他是通信和信号处理领域多篇文章的作者，并是数项图像编码和图像处理系统专利的持有人。
他是《数字图像处理（原书第4版）》中所用的程序员图像内核系统（PIKS）的主要开发人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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