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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教材:多媒体技术与应用》共12章，内容依次是多媒体概论、多媒体计算
机硬件、音频、视频、色彩、图形与图像、动画、多媒体数据压缩技术、图像处理基础、图像处理提
高、动画制作、音频与视频处理、多媒体创作工具。通过这门课的学习，可以使学习者掌握多媒体的
基本理论、多媒体常用软件的基本用法，提高对多媒体技术的认识和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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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例如在一幅蓝天白云花朵图中，分析画面可以得知画面中绝大部分表示天空背景的
像素都是蓝色的，表现云朵和花朵的那部分像素不同于蓝色，但其中表现云朵的像素之间是相近的颜
色，表现花朵的像素也是相近的颜色。在存储这幅图像时，就没有必要去存储图像中每一点颜色的数
据，可以用一种代码来记录。这样就可以记录下图像的特征，重现画面。 （2）时间冗余 时间冗余是
序列图像（电视图像、动画）和语音数据中所包含的冗余。序列图像一般是位于时间轴区间内的一组
连续画面，其中相邻帧往往包含相同的背景和移动物体，只不过移动物体所在空间位置有所不同，所
以后一帧数据与前一帧数据有许多相同的地方，这种共性是由于相邻帧记录了相邻时刻的同一场景，
所以称为时间冗余。 例如房间里的两个人在聊天，在这个聊天的过程中，背景（房间和家具）一直是
相同的，也没有移动，而且一直是同样的两个人在聊天，只有动作和位置的变化。 （3）结构冗余 在
图像纹理区，图像的像素值存在明显的分布模式（重复出现或相近的纹理结构），称为结构冗余。例
如，方格状的地板、蜂窝、砖墙、草席等图像结构上存在冗余。 （4）感知冗余 感知冗余（视觉冗余
和听觉冗余）是指人的视觉、，听觉分辨率低于实际图像、音频的分辨率所产生的冗余。 一般地，人
类视觉系统的分辨能力约为26灰度等级，而图像量化采用28灰度等级。通常情况下，人类视觉系统对
亮度变化敏感，而对色度的变化相对不敏感；在高亮度区，人眼对亮度变化敏感度下降对物体边缘敏
感，对内部区域相对不敏感；对整体结构敏感，对内部细节相对不敏感。 （5）信息熵冗余 信息熵冗
余也称为编码冗余，它是指一组数据所携带的信息量少于数据本身，由此产生冗余。例如，等长码表
示信息相对于不等长码（如Huffman编码）表示信息，就存在冗余。 （6）知识冗余 知识冗余是指某
些图像的结构可由这些图像的先验知识和背景知识获得。例如，人脸的图像有同样的结构：嘴的上方
有鼻子，鼻子上方有眼睛，鼻子在中线上，等等。人脸的结构可由先验知识和背景知识得到。 （7）
统计冗余 统计冗余是指编码数据的概率分布是不均匀的。例如，有些纹理图像不严格遵从某一分布规
律，但在统计意义上遵从该规律，利用这种性质也可以减少表示图像的数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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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教材:多媒体技术与应用》主要介绍了多媒体技术的基本理论、对各类媒
体素材进行加工处理及合成的主流软件的基本用法。《高等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教材:多媒体技术与
应用》主要面向全国各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也可作为多媒体相关专业的社会培训教
材及广大多媒体爱好者的参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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