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讲座选自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章毓晋老师于 2015 年 11 月 26

日在 RONG v2.0---图形图像处理与大数据技术论坛上所做的题为

《图象工程发展的统计综述》的演讲。 

 

 

 

 

 

章毓晋：首先谢谢韩院长的邀请。 

我是做图象技术方面的工作的，我们做图象的人一直认为图象数

据就已经是大数据了。不过，我一直在做一个图象领域的综述，今年

刚好是二十年，这里涉及到的数据量也比较大。今天我稍微向大家介

绍一下，和大家共享一些信息。 



 

下面我按照引言、图象工程、统计综述、发展情况和结语的顺序

逐一向大家介绍。 

 

 

 



我们从引言开始。这是图象的定义，这和图形不一样，虽然这个

论坛叫做图形图象，对我们这个领域的人来讲，图形和图象是有区别

的。图象是从客观世界获得的，是要看的，能直接或间解地作用到人

眼上。人若想了解这个世界，就要去感受和认知它，需要能产生视知

觉的实体。 

讲一个小插曲，我个人认为图像中的“象”字应该用没有“亻”

的象。事实上，在上个世纪我们是用“象”的，本世纪才改用“像”。

要从历史上来说，象是更加广义的概念。早期我们获取图象的时候都

是拍人，现在大家拍的东西就多了。有单人旁的“像”是比较狭义的，

所以我还是喜欢用“象”。 

 

 

下面我简要介绍一下图象技术。这是我们广义上对图象技术的定

义以及图象技术的功能。 



 

从采集到获取信息都与图象的加工有关系。在图象技术的基础上

我们提出图象工程的概念。所谓工程是指将自然科学的原理应用到工

业部门而形成的各学科的总称。现在数字图象技术几十年的发展，也

是借助了数学、物理、生理、心理等等各个方面自然科学的知识，同

时我们的技术也运用到各种领域中，在非常广的范围内得到了应用。 



 

这是我们对图象工程的定义，同时划分了三个层次。下面说一下

区别：图象处理输入是图象，输出还是图象；图象分析的输出含有一

些定量的描述性数据；图象理解的输出包括对输入图象所反映的客观

世界的理解和解释。 

 



这是三个层次的关系。 

 

这是三个层次的特点。 

 

图象工程和其他学科有很多关联。大家都在做图象领域的工作，

但是每个人的侧重都不一样。前面说过图象工程研究的是我们希望从



客观世界了解和把握信息。那么我们首先要从客观世界获得图象，然

后我们通过图像处理获得更清晰、更直观的图象，再经过分析得到描

述性数据。计算机图形学与我们做的事刚好相反，我们是从图到数据，

他们是从数据到图。清华的自动化系在做模式识别，我们做的图象识

别是模式识别的一部分。我们通过图象识别从图象中抽象出可以符号

化的数据。清华计算机系在做计算机视觉的研究，这个研究希望计算

机像人眼一样通过图象得到数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解释，这和图象分

析尤其是图象理解非常相似。 

刚才我简要介绍了图象技术，下面介绍一下综述的情况。 

 

做这个综述的起因是差不多 20 年前，我们创建了中国图象图形

学报。我们想要把学报办好，所以希望有一个专业的综述系列。首先，

这个综述系列一定要概括专业的发展情况。第二，我们希望方便专业

人员查阅文献。二十年前网络不是那么兴旺，还有很多人在看印刷的



刊物。但是现在我们这个目的已经不太重要了。第三，我们要对读者

作者编者提供一些有用的参考信息，现在我们还在借助文献计量学的

原理做很多分析的工作。 

 

这是我们综述的规模，下面是所涉及的 15种期刊。 

 



 

我们搜集到文献后对其进行如下分类：图象处理、图象分析、图

象理解、技术应用和综述评论。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逐步将文献划分到 23个小类中。 

 



 

小类的划分在 1996年的时候只有 18 类。这是当时的分类。 

 

 

2001 年，综述进行了 5 年后，我们发现有些新领域文献也比较

集中，于是又增加了三个类。 



 

2006年，综述进行了 10年后，我们又增加了两个新领域。图象

理解多了个时空技术小类。我们的图象严格地讲是五维的东西，三个

空间维度，一个时间维度和一个波长维度。两次增加分类后，我们现

在有 23 个小类。 

 



96 年综述的是 95 年的文献，所以这里文献从 1995 年开始。这

里给出综述前十年选取率的数据。前面给出的 15 种统计期刊覆盖了

信息领域的很多方面和很多学科，选取率的变化反映了图象工程学科

与其他信息领域学科的相对发展情况。注意这里前十年的选取率从七

分之一增加到了五分之一。五篇文章中就有一篇和图象有关。 

 

后面十年选取率进一步达到了四分之一。从这个数字能看出大家

在图象工程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有了很多成果。文章不是你想发表就

发表的，而是要有研究成果。首先要研究，然后你还得研究出来成果，

最后才有文章。 



 

我们这个领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做贡献，也有越来越多的成果出

来。我们做了一个指数趋势线，基本上是线性增加的。 

 

刚才我们说图象技术分为处理、分析和理解。那么这三个层次发

展的状况各是什么样的呢？图中是前十年的情况。仅看一下平均值，



前十年中处理层面的工作是最多的，然后是分析，理解最少。 

 

这是后十年的统计。分析层面的工作有了明显的增加，这说明我

们对图象技术的研究是从底层往中层走，而且有往高层走的趋势。 

 

浅绿色的是图象分析，近年已经超越了图象处理，大家开始不满



足于仅看到更好的图象，而是希望从图象中获取更多的信息。图像理

解虽然看起来有些困难，因为需要很多生理和心理认知方面的知识，

但它是在往前走的。 

 

上图中是对各小类 20 年的统计，其中有高有低，热点清晰。 

 



上面是最近五年的统计。 

 

 

 

上面是四个五年的小类统计，从中能看出各个方面的变化。因为

类目很多，我简单把各大类中排第一的小类简单介绍一下。 



 

图象处理中 A3 类排在第一。为什么这里面有许多的研究呢？从

文献数量看，第一是做图象的修补，第二是做质量的评价，第三是做

图象的取证。这是近年来大家研究比较集中的几个点。 

 

修补是指修复和补全。 



 

图象分析中排第一的是图象分割小类（B1）。图象分割已经有 50

多年的历史了，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因此大家还是在继续努力

研究，不断有成果涌现。 

我们对图象分割 50年的发展做过一个总结回顾。 

 



 

我们还从网上获得了一些国内外文献信息，并进行了统计。可见

国内外的发展趋势都是指数上升的。另外，写了两本书，一本是中文

的，一本是英文的，反映了这方面的进展情况。 

 

图象的匹配、配准、融合，这方面也有很多的成果。 



 

图象应用中排名第一的是遥感、雷达和测绘。现在影像的获取方

法很多，光是 SAR 就有很多，今年的文献里面就有 InSAR、全极化 SAR

星载、机载等等，检测的范围包括水灾变化、气流、云层等等。关于

综述就介绍到这里。 

 



结语，我们希望通过客观的评价给大家带来一些有用的信息。 

 

顺便说一下，原来的综述是每年发表在这个学报上，20 年已经

有 20篇了，除了综述我们还写了很多其他相关的文章，也有 20多篇，

这里列了几个题目，中外文都有，发表的地方也不相同。 

 



如前已提到的，在综述数据的基础上，我们借助文献计量学的手

段，也做了些工作。包括统计了期刊载文量、作者发文量等信息，对

期刊的发展也有帮助的作用。例如，根据一个刊物上作者发文量和作

者合著量，借助文件计量学中的洛特卡定理进行分析，可判断这个刊

物是否已经成熟。根据分析，我们统计得到中国图象学报创办十年之

后，洛特卡指数在 3.11 到 3.72之间，已成为一个成熟的刊物。 

 

 

我们已将 2017 年的国际图象处理大会邀请到中国来开，欢迎大

家参加。 



 

这是我的联系方式，欢迎大家进一步交流。 

 

（整理者按：由于现场问答环节中麦克风和环境的问题，问和答的话

语不很清楚，所以就全部删除了） 

整理：刘博 

校对：王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