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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基于内容的视觉信息检索（主要包括基于内容的图象检索和基于内容的视频检索）是当前信息

领域的重要研究热点。它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和推广应用，在数据快速增长，信息急剧膨胀

情况下为满足人们快速提取有用视觉信息的需求而逐步被重视起来的。 

 基于内容的视觉信息检索是一个挑战性的研究，涉及许多学科和领域。从研究内容来看，它与

数学、物理学、生理学、心理学等许多学科密切相关，从技术基础来看，主要包括图象技术、计算

机技术、数据库技术等信息技术，而从发展应用来看，它与工业、通信、娱乐、医学、遥感等许多

领域也是不可分割的。 

 基于内容的视觉信息检索从正式提出至今应该说已有 10 个年头，简单回顾一下与本书写作有

关的几个时间标记点也很有意义。 

 1992 年，基于内容的图象检索（CBIR）一词开始在国际上正式使用，同时基于内容的视频检

索（CBVR）研究也已开展。那时许多人还基本将多媒体仅与存储和快速传输各种媒体信息的技术

联系在一起，而基于内容的视觉信息检索从信息加工的角度指出，对多媒体信息进行自动查询和搜

索也是非常重要的。自己有机会参加了一些相关会议，听了一些有关报告，使自己对图象处理、分

析和理解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和更深刻的认识。 

 1994 年，国内开始关注这方面的研究，自己先后在一些刊物和杂志上概括通俗地介绍了有关

的原理方法和研究应用的特点，以唤起国内科技人员的注意和重视。并在为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新

开研究生课程“图象工程专题（英语授课）”的规划中加入了相关内容（该课 1995 年正式开出）。

同时，自己也结合在相关领域已有的工作基础，开始了基于内容视觉信息检索方面的研究工作，这

个研究方向的选择现在看来是很值得的。 

 1996 年，自己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69672029）的支持，其后

几年又陆续得到国家高技术发展计划（863）基金项目（863-317-9604-05），清华大学创新基金项目

（EE990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60172025）等的支持。非常感谢这些基金项目的支持，自己

得以在这个方向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工作，并先后在国内外发表了相关研究论文约 80 篇，为本书的

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8 年，自己应邀在中国图象图形学会主办的第 9 届全国图象图形学术大会上做了有关基于

内容视觉信息检索的特邀报告（其后还在多个大学和会议上介绍过相关内容，包括在第 10 届全国

图象图形学术大会上），受到与会人员的欢迎。与同行的交流，使自己萌生了写一本有关基于内容

视觉信息检索专门书籍的念头，并于 1998 年和 1999 年在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博士生前沿课中介绍

国际标准 MPEG-7 和基于内容的视觉信息检索技术（2000 年开始转为国际标准 MPEG-21 和数字图

象水印技术）。 

 2000 年，自己在每年一次（从 1996 年开始）撰写的中国图象工程系列综述中增列了基于内容

的图象和视频检索文献类（由于当年开始有相当数量的有关文献发表）。后来，该类的文献统计量

逐年上升，已成为中国图象工程近年发展的主要热点之一。同年自己在清华大学为研究生正式开出

了一门新的专业课——“基于内容的视觉信息检索”。 

 2002 年，自己在多年积累的基础上，正式开始了本书的写作，期望用一年时间，将基于内容

的图象检索和视频检索 10 年来的一些发展和成果进行讨论综合，进一步推动相关研究和应用的开

展。10 年弹指一挥间，这期间基于内容的视觉信息检索的研究和应用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取得

了瞩目的进展，这既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广泛的素材，也对本书的选材是一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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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在编写方针上，基本上从一本专著和科研的角度出发，期望结合理论性、实用性、系统性

和实时性。本书既参考了许多他人的有关文献，更结合了作者近年在该方面的研究工作，不仅有较

系统全面的原理介绍，还结合科研成果给出了许多实例。本书不仅选取了比较典型和成熟的技术方

法，还注意选取了近年来国际上的最新研究动向。本书从内容上试图尽可能地覆盖基于内容视觉信

息检索的方方面面，希望读者能借助本书独立地和全面地了解该领域的基本理论、实用技术、应用

情况和发展前景，并可以投身到有关研究和应用工作中来。同时，本书也可作为研究生专业课教材

和教学参考书。 

 本书从结构上包括 4 部分。第 1 部分（包含第 1，2，3 章和附录 A，B）概括介绍主要概念和

基本原理以及典型系统的特点，并介绍国际标准 MPEG-7 和提供进一步参考资源；第 2 部分（包含

第 4，5，6，7，8，9 章）介绍基于特征的图象检索方法和系统，讨论了采用不同图象特征（包括

颜色、纹理、形状和空间关系）的技术；第 3 部分（包含第 10，11，12，13，14，15，16 章）介绍

基于内容的视频检索方法和应用，涉及到数据库管理和模型、镜头检测、聚类描述、组织索引、表

达查询、分析检索、浏览显示等不同技术；第 4 部分（包含第 17，18，19，20，21，22 章）介绍

一些当前研究动态和方向，如压缩域检索，网络搜索、语义检索、交互反馈、性能评价，并讨论最

新研究和应用发展趋势。 

 本书从篇幅上看，共有 22 章正文和 2 个附录，在与此对应的 24 个一级标题下有 108 个二级标

题（节），再之下还有 260 个三级标题（小节），从内容上大体覆盖了基于内容视觉信息检索的各个

重要分支和基本技术。全册书共有文字（也包括图象、绘图、表格、公式等）约 70 多万字。本书

共有编了号的图 285 个（包括几百幅图片）、表格 55 个、公式 507 个。另外书中列出了直接引用的

约 1000 篇有代表性参考文献的目录和一些相关的刊物会议名称及网站、网页地址，希望对读者进

一步深入学习有关内容，了解技术细节和开展科研工作有所帮助。 

 本书基于作者和许多学生的共同研究结果。多年来，先后有刘忠伟、姚玉荣、陆海斌、徐寅、

杨翔英、高永英、罗沄、李娟、俞天利、李勍、黄翔宇、戴声扬、姜帆、徐丹等直接参与了有关的

研究工作，本书也使用了他们学位论文工作的一些内容和他们收集与实验得到的图片。另外，还有

许多其他学生（包括作者所在的图象工程研究室的学生）也为本书以不同方式做出了贡献，特别是

3 年来参与“基于内容的视觉信息检索”研究生专业课的学生，他们的提问、作业、项目训练，以

及与他们的讨论都为本书的选材和写作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发。 

 本书在整个编写过程中得到王淑兰编审的热心支持，她认真组织了对本书的审阅修改，既使全

书大为增色也使作者受益匪浅。 

 最后要指出，作者妻子何芸、女儿章荷铭和家人在各方面的理解和支持，是作者决心写作并最

终能在今年的最后一天把本书写到这最前一页的重要动力和主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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