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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毓晋

《图像工程》教材编写
——想法和做法的交流

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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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书育人需有书

教书育人：教什么，怎么教

教材：教什么的内容，同时也影响怎么教

课程：内容完整性和系统性：

书 > 期刊文章 >会议集论文

教学：与前沿讲座不同，有学分、要考核

框架和结构，例题、思考题、练习题、…

蔡元培就职演讲：一曰改良讲义；二曰添购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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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书育人需有书

图像工程：图像处理、图像分析、图像理解

第
一
版

第
二
版

第
三
版

第
四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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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己编书自己讲

图像技术：处理、分析、理解

（1）与相应先修课程、专业背景结合更密切

电子系：信号处理的扩展（1-D  2-D、3-D、...）

计算机系：计算机的应用，“计算机视觉”

自动化系：自动判断操作，“模式识别”

（2）适合学校学期和课程学时的设置

我校每学期16周（常上15周），每周学时相同

国外教材常需节选（先修课程常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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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己编书自己讲

（3）编、讲、改：循环改进提高

经过讲的实践，编和改都更有针对性

（4）先讲义、后成书，亲力亲为

经过不断反馈改进，越来越适合相应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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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合科研常更新

专业课

图像研究所（教研室）是电子系（两个一级）六个所之一

“图像处理” 30年前还是本科五年级的专业选修课，后

来逐渐成为本科三年级的专业限选课（98人/年）

“图像分析”由近20年前开出时的研究生专业课成为本科

四年级和研究生都可选的专业选修课（28人/年）

“图像理解” 20多年一直是研究生专业选修课（16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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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合科研常更新

专业和研究方向的发展

图像工程近年来发展很迅速，应用越来越广泛：

自动驾驶、遥感遥测、人脸识别、二维码、…

图像相关理论和技术也在不断发展：

小波理论、遗传算法、模糊理论、压缩感知，机器学

习，人工智能、神经网络、深度学习、…

教材编写要考虑新的研究方向和趋势，结合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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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合科研常更新

结合自身科研方向和成果

参与发表500多篇文章，大多数与教材内容相关

相结合的一些优点

深入探讨研究过，可以讲解得比较详细、清楚

图片是自己制作的，避免了版权问题

有些相关实验、图片、曲线等可针对性设计实现

将科研与教学结合，也促进了科研的深入

有利于宣传推广研究成果（被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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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合科研常更新

教材被

引用的

统计

“中国知网”

引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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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合科研常更新

结合相关研究方向的进展，逐步增加新内容

第一版：投影重建，分割评价，3-D边缘检测，16-邻域，特

征测量误差，多目立体匹配，特征内容匹配，图像代

数，基于内容的图像和视频检索等

第二版：半调和抖动，形态变换，拉东变换，盖伯变换，图

像水印，数字化模型，距离变换，SUSAN检测算子，

分形，体视学和图像分析，共聚焦显微镜3-D成像，广

义匹配，多传感器图像信息融合，人脸和表情识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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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合科研常更新

结合相关研究方向的进展，逐步增加新内容

第三版：混合滤波，图像修补，准无损编码，全彩色滤波和

消噪，视频图像处理，超分辨率技术，图割分割法，均

移聚类，局部二值模式，背景建模，运动目标跟踪，图

像识别，SIFT算子，SURF算子，场景分析和语义解

释，时空行为理解等

第四版：压缩感知与成像，图像和视频检索原理，主体与动

作联合建模，高层次图像技术发展情况，目标匹配中的

对应点匹配，压缩感知图像融合，综合特征检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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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规划内容和结构

《图像工程》框架

图像工程作为对整个图像领域进行全面研究和应用推广的

新学科，教材应比较全面地覆盖各种图像技术，分为三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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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规划内容和结构

《图像工程》内容（27年文献分类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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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规划内容和结构

《图像工程》内容（文献分类统计）

第16页20221130

四、规划内容和结构

《图像工程》结构

从教学的角度考虑：

 尽快进入主题

各章预备知识放各章开头

 长度接近、结构一致

方便每章用一大节讲授

引言，{节}，各节小结和文献介绍，思考题和练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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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规划内容和结构

《图像工程》结构

 模块化：

每册四个相关的学习单元

每个单元都围绕一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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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设计面向使用者

自己授课

 清华一学期16周，讲授15 ~ 16次
共15章，每章一次课；

加一个附录（按一章内容写，只是没有思考题和习题）

各章内容均衡，第1章不止综述（工科）

 电子系编程不设专门的课
书中不列代码，介绍课件和有编程的书

 外院系或外校研究生

针对预备/先修知识，建议相关参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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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设计面向使用者

其他教师

 向出版社提供了基本的讲稿、辅助演示

（其他教材有些提供了微课讲稿）

 关于提供练习题答案

有教师希望提供，因为新的课、新的内容，较利于使用

有教师说都有答案，不好向学生布置

最后，每章12题，其中两道题有答案

曾考虑出版社编辑根据教师是否采用教材再发一些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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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设计面向使用者

清华一学期16周，电子系编程无专门的课

高
教
学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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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时间素材哪里来

时间：充分认识工作的重要性（有动力有时间）

制定具体可行的计划（时间表，认真执行）

有效利用（大块时间：整体规划、推公式、…）

（小块时间：绘图、调格式、…）

素材：广泛收集（除查阅，还有学术交流、学生反馈、

读者电话、邮件等，每年写一个专业综述）

长期积累（建立预备内容文档，随时记录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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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时间素材哪里来

第
一
版

第
二
版

第
三
版

2009年出版

386千字

9.5印张

~ 2000个词

2015年出版

953千字

27.375印张

> 5000个词

2021年出版

1737千字

53印张

> 10000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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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认真编写重反馈

编写：若干能提高效率的做法

设计创建各种段落样式，全书通用，文档风格一致

分节对图、表、例、公式等编号（1.2.X）

每发现一处错误，在所有相关文档中搜索、改正

交稿：将所有文档序贯检查

一致性：标题格式，正文的字体字号，行距，表格

形式，图片尺寸，绘图中的颜色、线型、粗细、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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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认真编写重反馈

交稿：各类编号连贯性：页码，图，表，例，公式

（交稿和出版后，准备勘误表，继续随时记录）

一个自我体会：

编辑审稿（现多外审），如原稿问题多，可能只改

大路问题，如原稿问题少，才有可能找出不易发现的细

节问题。所以自己交稿时需要尽可能完善，将自己不易

发现的问题审、校出来，以后书的质量也能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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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认真编写重反馈

学生反馈

容易出现疑问的章节、段落、公式、图表、…

读者反馈：

几十次电话，几百次邮件，上百个学校老师

全部仔细解释和回复，并记入预备文档，并在再版

时结合考虑进去

将有误之处：勘误表（重印），原文档（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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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合作编辑出版社

作者编  编辑审、校：互相配合

学习和了解各种出版规范和改稿规范

制定和按时完成交稿、改稿的进度计划

协调好重印前的勘误工作

例： 彩色图像使用广泛，但书印刷出来多为黑白

将彩色图像存放在出版社网站上，书中图旁加二维

码，读者可通过手机扫描调取彩色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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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合作编辑出版社

作者编  编辑审、校：互有所长

作者有本专业知识，但内容描述上有时会

过于简化：作者自觉能明白，但编辑觉得缺成分

句子过长：作者自觉可理解，但编辑觉得不易懂

事实上，编辑在语言组织上更有直觉

爱因斯坦：“如果你不能简单说清楚，

那就是你没完全弄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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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合作编辑出版社

出版周期（4  1）

1999、2000、2001、2002 2012、2013

2005、2006、2007 2018

出版数量（~ 2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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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合作编辑出版社

版权输出 Cengage Learning

Singapore, 2009De Gruyter, Gemany,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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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oa.ee.tsinghua.edu.cn/~zhangyuj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