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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MATLAB 数字图像处理》以最新版的MATLAB R2011a为平台，结合大量的实例，全面、系统地讲解
了MATLAB在数字图像处理中的实际应用。主要内容包括数字图像处理基础、数字图像运算、图像变
换技术、图像的增强处理、图像压缩编码技术、图像复原技术、图像分割技术、图像数学形态学描述
等。在讲解过程中，《MATLAB 数字图像处理》力求理论与实例相结合，深入浅出、循序渐进，使读
者可以全面了解MATLAB数字图像处理技术，提高分析问题、反思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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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可见当图像中目标和背景像素灰度呈现正态分布，并且标准偏差相等，目标和背景
的像素比例相等时，最佳分割阈值就是目标和背景像素灰度均值的平均。用最小误差法自动选择阈值
的困难在于待分割的模式的概率分布难以获得。 单阈值法是用一个全局阈值区分背景和目标。当一幅
图像的直方图具有明显的双峰时，选择两峰之间的谷底作为阈值，可获得良好的分割效果。但现实中
大多数自然景象的图像直方图变化多样，很少表现为明显的双峰。此时用单阈值法效果不佳，可考虑
用以下方法。 （1）双阈值法：用两个阈值区分背景和目标。双阈值法是对单阈值法的改进，通过设
置两个阈值，以防单阈值法设置阈值过高或过低，把目标像素误归为背景像素，或把背景像素误归为
目标像素。 （2）多阈值法：当存在照明不均、突发噪声等因素或背景灰度变化较大时，整幅图像不
存在合适的单一阈值，单一阈值不能兼顾图像不同区域的具体情况，这时可将图像分块处理，对每一
块根据图像的局部特征分别采用不同的阈值。因此，多阈值法又称为动态阈值法和自适应阈值法。这
种算法的时间和空间复杂度比较大，但抗干扰能力较强，对于用全局阈值不容易分割的图像，采用这
种方法分割有较好的效果。 基于灰度的阈值分割法具有计算简单、实现容易的特点，对目标和背景对
比度反差较大的图像进行分割比较有效。如果场景中不同部分具有不同的照明，那么即使图像中仅仅
包含一个目标，也无法用一个阈值来分割图像。阈值分割法中阈值的确定主要依赖于灰度直方图，而
很少考虑图像中像素的空间位置关系，因此当背景复杂，特别在同一背景上重叠出现若干个研究目标
时，容易丧失部分边界信息，造成分割的不完整。在含有强噪声干扰时，阈值分割法也不能取得令人
满意的分割结果。 9.2.3分水岭算法 在许多情况下，图像中目标区域与背景区域的灰度或平均灰度是不
同的，而目标区域和背景区域内部灰度相关性很强，这时可将灰度的均一性作为依据进行分割。 这里
主要介绍一种最简单的灰度分割方法——灰度门限法，它是基于灰度阈值的分割方法，也是基于区域
的分割方法。其实现方法主要是将高于某一灰度的像素划分到一个区域中，低于某一灰度的像素划分
到另一个区域中。 灰度阈值的选择直接影响分割效果，下面介绍分水岭法。 分水岭算法（Watershed
）是一种借鉴了形态学理论的分割方法。在该方法中，将一幅图像看成一个拓扑地形图，其中灰度值f
（x，y）对应地形高度值。高灰度值对应着山峰，低灰度值对应着山谷。水总是朝地势低的地方流动
，直到某一局部低洼处才停下来，这个低洼处被称为吸水盆地。最终所有的水会分聚在不同的吸水盆
地，吸水盆地之间的山脊被称为分水岭。水从分水岭流下时，它朝不同的吸水盆地流去的可能性是相
等的。将这种想法应用于图像分割，就是要在灰度图像中找出不同的吸水盆地和分水岭，由这些不同
的吸水盆地和分水岭组成的区域即为我们要分割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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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MATLAB 数字图像处理》可以作为各大院校相关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学习用书，也可以作为广大
科研人员、学者、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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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内容具体，全面，这本书非常好看，非常满意！
2、很实用的书 很不错
3、书内容注重工程应用，理论介绍不深。尤其第4章，公式错误一大堆。书本身立意很好，只是可能
太仓促，不够严谨。书中基本上是案例教学，有些案例的代码没有注释，不能讲透核心本质。对作工
程、和写本科毕业论文还凑合。
4、对于初学者来说是个很好学习的工具，物流很快，书质量很好，很满意
5、还是可以学习学习的
6、这么多页怎么看啊 慢慢消化吧为了我们的未来
7、上课要用的书，所以不得不买，书质量没问题，内容还没看。
8、比较详细，有很多代码
9、实用性强，分类清楚，印刷清晰、纸张质量很好
10、加油研究图像处理~
11、适合工程人员学习
12、想在数字图像处理方面写点什么，但是如果没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好比没有翅膀的蝴蝶。
13、毕业需求，大概翻看了一下，内容很详实，不错！如果有配套光盘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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