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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视频技术正在完成从模拟视频到数字视频的过渡，高清晰度电视已逐渐进入家庭，这标志着二维
视频技术的研究和发展即将告一段落，势必向三维视频技术发展。三维视频是指在原有二维视频的基
础上增加了作为第三维的“深度”，且从平面图像的显示发展至立体图像的显示。2010年初，美国立
体电影《阿凡达》火爆到一票难求的程度，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国际消费电子展”上三维立体电视类
的展品成为主角，这些均表明人们对三维影像的祈盼。　　虽然三维视频的研究可上溯到约一百年之
前，但由于科学和技术的限制，在20世纪末才开始形成国际上的研究热点。尤其是在2001年。ISO
／IEGJTC1／SC29／WGll（活动图像专家组，Moving Pictures ExpeI·TS Group，MPEC；）成立
了3DAV Ad hoc：工作组，并于2003年发布了“3DAV的应用和要求”和“3DAv探索报告”两个文件
后，欧洲、美国、日本、韩国和我国的高校、研究所、企业逐步掀起了研究热潮，并开始进入各个领
域的应用。目前三维视频正处于方兴未艾，从实验室研究跨向产品化、市场化的关键时期。　　本书
是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自由视点多视视频以及3D立体显示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60832003
）”及另外三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多视点自动立体显示关键技术的研究（60772124）”、
“3DAV中的多视点视频编码及解码端视点绘制研究（60672052）”和“多视点／立体视觉的分析与合
成研究（60202015）”的资助下所累积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并参考和融入了国内外现有的基
本理论和研究成果。　　三维视频的类型甚多，常随应用目标的不同而异，本书内容主要集中在以应
用于3DTV为目标的系统组成、各组成部分的基本理论、结构和有代表性的实现方法以及与之相关的
二维视频基础知识。全书共6章，其中第1章叙述了3DTv的发展概况及其组成的系统结构和关键技术，
指出了不同组成系统3DTV的特点、主要应用场合及其走人家庭的前景。第3、4、6章是本书的核心部
分：第3章介绍了3DTV场景获取系统，包括双目摄像机和多视点摄像阵列组成方式及其标定方法与所
获取视频信号的预处理，其中包含了有关3DTV的概念与相关理论；第4章针对获取系统输出的双视或
多视视频信号阐述了对其进行高效编码以压缩存储容量和传输带宽的预测结构、工具、典型算法及优
化方法，以及解码端将解码的多视信号绘制合成为立体对图像信号供立体显示器显示的基本原理和代
表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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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二维和三维视频处理及立体显示技术》内容简介：由于三维视频技术是二维视频技术的延拓，《二
维和三维视频处理及立体显示技术》扼要介绍了以H．264／AVC和TFT-LCD显示器为主的二维视频技
术；主要阐述了三维视频与立体图像显示技术，主要内容包括：三维视频与立体图像显示系统的组成
及其发展概况，构成3DTV的基于双目／多视摄像阵列的三维场景获取、双视／多视视频编码、解码
端的合成视绘制和基于液晶的立体显示等四个主要组成部分的基本概念与实现方法。对其中的关键技
术包括多视摄像机的标定方法与预处理、基于H．264／AVC时域分层B结构的多视视频预测结构／编
码方法及发展的新方法、基于视内插和深度的视合成绘制方法以及自动立体液晶显示器技术及其优化
方法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和阐述。
《二维和三维视频处理及立体显示技术》可作为通信、计算机、光电子、传媒类等研究机构和企事业
单位的科研、设计人员从事研究和新技术开发的参考书，也可作为上述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硕士生、
博士生的学习用书，或高校教师的教学、科研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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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与二维视频系统的兼容性　　目前所有的家庭几乎都已有了播放二维视频图像的电视机，若开
播双目或多视立体视频后，应使现有的遍及每个家庭的电视机也能接收到三维立体节目（尽管看到的
仍是二维视频图像）。为实现此种后向兼容，在图1.1 中，无论是在立体视频还是多视视频的编码中，
基本视（双目视频或多视视频中作为参考视的1个视）应沿用二维视频的编码标准，这样就可以由
图1.1 中标准的二维视频解码器重建双目或多视视频中的基本视，提供给标准的二维视频显示器。　
　5.立体图像显示方式和立体显示器类型　　1）立体图像显示方式.　　此种显示可分为需佩戴“立体
眼镜”的立体显示和用裸眼直接观看的自动立体显示。　　（1）佩戴立体眼镜的显示方式。　　2010
年1月风行全球的立体影片《阿凡达》和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国际消费电子展”上展出的大多数立体
电视的观看都是采用佩戴立体眼镜的方式。立体眼镜可分为偏振式、快门式和分色式三种。偏振式立
体眼镜是左、右眼分别使用极化方向相互垂直的偏振镜片，其中一只眼用垂直偏振，另一只眼用水平
偏振，显示器投射相应的偏振光，从而使双眼分别观看左视和右视图像，并由大脑融合成立体图像。
此种方式的缺点是人的头部倾斜时偏振镜片难于滤掉与之正交的偏振光，使一个视的图像漏到另一个
视中，使人产生不舒适感。　　快门式立体眼镜佩戴的是液晶制成的快门眼镜，当加上一定电压时改
变液晶分子的排列而控制开关状态，使得一个镜片阻挡光线时另一镜片光线可通过，从而使双眼分别
观看左、右视图像。此种方式的缺点是若显示器刷新频率不够高，将会产生闪烁感。　　分色式立体
眼镜的左、右眼镜片分别是红光或蓝光滤色片，它使得戴红光滤色片的眼睛只能看到红色图像，戴蓝
色滤色片的眼睛只能看到蓝色图像，由此，使双眼分别观看左视和右视图像。它的缺点是彩色信息损
失大，色调单一。　　（2）自动立体显示方式。不戴立体眼镜由人眼直接观看的自动立体显示方式
常用的有视差栅栏式和柱透镜光栅式。前者的原理是利用视差挡板分光，在液晶显示器的液晶层之前
或之后安装视差栅栏，将其分为挡光和透光两部分，使得显示屏上各像素交替左、右眼对应的图像，
令一幅经过匹配处理的视差图像分别投射到左、右眼，产生立体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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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新型显示技术及应用集成系列丛书”之一，全书共分6个章节，主要对二维和三维视频
处理及立体显示技术作了介绍，具体内容包括三维视频与立体显示系统概述、二维视频处理与编码、
三维立体视频获取和预处理、双视和多视视频编解码与绘制等。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
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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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不错，学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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