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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书是一部介绍图像处理和分析的基本原理、典型方法和实用技术的专门教材，希望为

高等工科院校相关专业的本科或研究生开设第一门图像课程服务。 

图像技术领域涉及范围很广，整个学科可统称为图像工程。图像工程所研究和应用的图

像技术可划分到由低到高的三个层次中：图像处理、图像分析和图像理解。作为教材，尤其

是为开设第一门图像课程服务，还需要在开始介绍一些图像基础内容。 

本书共 10 章。它们所处的层次和相互的联系及学习的顺序如下图所示。 

 

先将各章内容概括如下。 

第 1 章是对图像处理的概括介绍以及从图像技术到图像工程学科的发展概述；对图像采

集设备和图像打印中的半调和抖动输出技术也进行了介绍；还概括了本书的范围、主要内容

及各章要点。 

第 2 章介绍一些有关图像采集的基础知识，包括几何和亮度成像模型；讨论了数字图像

的空间和幅度分辨率以及它们对视觉质量等的影响；介绍了像素的邻域，像素间的邻接、连

接和连通，以及距离等概念；还介绍了坐标变换和形态变换的方式和方法。 

第 3 章介绍图像空域增强技术，包括：直接利用像素灰度映射进行灰度变换的方法，利

用图像间算术运算和逻辑运算的方法，利用图像直方图的统计信息对直方图进行变换修正的

方法，以及一些典型的线性滤波技术和非线性滤波技术。 

第 4 章介绍基本的图像变换，包括傅里叶变换、沃尔什变换和哈达玛变换，以及近年在

图像编码中得到广泛使用的离散余弦变换；最后讨论了比较有特色的哈尔变换和在纹理图像

分析中有优异性能的盖伯变换。 

第 5 章介绍图像频域增强的技术，首先分析了频域增强的原理，并列出增强所涉及的各

个步骤；然后依次介绍了低通滤波器，高通滤波器，带通和带阻滤波器，以及陷波滤波器和

同态滤波器。 

第 6 章介绍图像恢复技术，包括对几何失真的校正技术，将不同滤波器结合使用的方法，

无约束恢复技术——逆滤波和有约束恢复技术——维纳滤波；最后对近年得到较多重视和应

用的图像恢复新技术——图像修补给予了较全面的介绍。 

第 7 章介绍图像编码技术，讨论了 3 种数据冗余形式，并给出了几种评判图像编解码质

量的方法；介绍了典型的哈夫曼编码、算术编码，位平面分解等编码方法；最后对国际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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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标准中应用最广泛的预测编码和变换编码技术进行了详细讨论。 

第 8 章介绍图像分割技术，先结合图像分割的定义给出了一种有特色和通用的分割技术

分类方法，将所有分割技术分成四大类(并行边界类、串行边界类、并行区域类和串行区域类)，

然后介绍了各类中一些近年得到较广泛应用的典型算法。 

第 9 章介绍对分割后所提取出目标的表达和描述方法，结合对目标分割所采用的策略，

介绍了两种表达方法：基于目标边界像素和目标区域像素的方法；也介绍了两种描述方法：

基于边界的和基于区域的描述方法。 

第 10 章介绍各种图像特征提取和测量技术，涉及到典型的颜色特征、纹理特征、形状

特征和运动特征；最后介绍了影响特征测量精度的一些主要因素以及测量误差分析方面的一

些内容。 

另外，附录 A 介绍了各种图像国际标准的情况和所采用的技术，有些也涉及到图像理解

的层次。 

本书从选材上主要覆盖了狭义图像处理的主要内容和狭义图像分析的基础内容。本书基

本针对信息类专业，能自成体系，同时也兼顾了一些不同专业背景学习者和自学读者学习的

需要。读者既能据此解决实际应用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也能为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高层技术打

下基础。 

本书从编写上比较注重实用性。考虑到近年许多专业领域都涉及到了图像技术，但并非

专门研究图像技术，所以本书没有过多强调理论体系，尽量减少了公式推导，着重介绍了常

用的方法。本书有较多的例题，通过直观的解释来帮助读者理解抽象的概念。书末给出了术

语索引(文中标为黑体)，对每个术语均在索引中给出了对应的英文，方便读者对本书的查阅，

也方便读者联网搜索相关资料。 

本书从结构上看，共有 10 章正文，1 个附录以及部分练习题解答、参考文献和索引。在

这 14 个一级标题下共有 71 个二级标题(节)，再之下还有 158 个三级标题(小节)。全书共有

文字(也包括图片、绘图、表格、公式等)约 50 万字，共有编了号的图 292 个、表格 31 个、

公式 572 个。为便于教学和理解，本书共给出各类例题 103 个，练习题 120 个，并对其中的

20 个练习题提供了参考答案。另外书末列出了直接相关的约 100 篇参考文献的目录和用于

索引的 600 多个术语(中英文)。 

本书从教学内容上可分为基本内容和选学内容(在对应节号上加了星号)。如果只使用基

本内容，应可作为一门 32 学时基本课程的教材；如果包括选学内容，应可作为一门 48 学时

扩充课程的教材。两种情况下对各章建议的学时数如下表所示： 
 

学时 第 1 章 第 2 章 第 3 章 第 4 章 第 5 章 第 6 章 第 7 章 第 8 章 第 9 章 第 10 章 附录 A 复习

32 2 2 3 3 3 2 4 3 4 4  2 

48 2 5 4 4 4 5 5 5 4 5 2 3 

 

本书从先修课程知识要求看一般考虑 3 个方面：①数学：包括线性代数和矩阵理论，

以及有关统计学、概率论和随机建模的基础知识。②计算机科学：包括对计算机软件技术

的掌握，对计算机结构体系的理解，以及对计算机编程方法的应用。③电子学：一方面电

子设备的特性原理；另一方面电路设计等内容。另外，学习本书最好在学习完有关信号处

理的课程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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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电子教案可通过华信教育资源网 http://www.hxedu.com.cn 或本书作者主页 http://oa. 

ee.tsinghua.edu.cn/~zhangyujin/下载。 

感谢出版社编辑的精心组稿，认真审阅和细心修改。 

最后，作者感谢妻子何芸、女儿章荷铭以及父母家人在各方面的理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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