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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提高编码速度，针对 Ｈ．２６４／ＡＶＣ中运算量较大的Ｐ帧模式选择部分，提出了一种新的快速选

择算法。该算法依次通过犑ｍｏｄｅ值单调性检测、基于子块运动向量（ＭＶ）的水平与垂直方向选择，这两个步骤

逐步缩小候选帧间模式检测范围，同时提出了基于最佳帧间模式的帧内模式选择方法，选择性地检测帧内模

式，从而有效避免不必要的模式检测过程。实验结果表明，相对ＪＭ中模式全搜索算法，改进算法平均减小了

约６３．８０％的编码时间，而只带来了微小的编码性能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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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随着人们对视频的要求不断提高，有关视频

的各项研究［１９］，如视频编码等，得到了更多的重

视和更深入的发展。Ｈ．２６４／ＡＶＣ
［１０］是目前应用

最广泛的视频编码标准之一。该算法在Ｐ帧宏

块编码过程中，相比以往的标准［１１］采用了范围更

广的块尺寸，从１６×１６到４×４，共７种。同时，



第２期 吴银花，等：应用犑ｍｏｄｅ值单调性的快速Ｐ帧模式选择算法 ２６７　　

还支持帧内模式和ＳＫＩＰ模式（块尺寸为１６×１６

的一种特殊模式），从而有效提高了编码效率。但

是为了得到最佳模式，需要检测上述的所有模式，

而每个模式的检测过程又包括一系列复杂的计算

过程，因此急剧增加了计算复杂度。

多年来出现了很多有关Ｐ帧模式选择的快

速算法，通过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模式检测过程，降

低运算量。Ｘ．Ｊｉｎｇ等人
［１２］提出的快速算法是根

据当前宏块与前一帧中相同位置宏块之间的绝对

误差和ＳＡＤ，判断是否只需进行大模式的检测，

从而省略不必要的计算过程。Ｊ．Ｌｅｅ等人
［１３］首

先根据ＳＫＩＰ模式的特性，提出了一种提早判断

ＳＫＩＰ模式是否为最佳模式的算法。另外，通过

比较最佳帧间模式下的 ＡＢＥ（平均边界误差）和

ＡＲ（平均码率），提出了帧内模式选择省略策略。

Ｋ．Ｐ．Ｌｉｍ等人
［１４］提出了一种根据纹理复杂度判

断候选模式的算法。该算法首先进行帧内模式选

择，之后基于ＳＯＢＥＬ边缘检测算子判断宏块一

致性，再根据帧内模式选择的结果，确定候选帧间

模式检测范围，以减少编码时间。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快速Ｐ帧模式选择算

法，首先分别通过犑ｍｏｄｅ值单调性检测、水平与垂

直方向选择过程，确定当前宏块最可能的候选帧

间模式范围，接着根据求得的最佳帧间模式，选择

性地检测帧内模式，从而有效避免了不必要的模

式检测，节省了编码时间，而编码性能下降很小。

２　Ｈ．２６４／ＡＶＣ中Ｐ帧模式选择

Ｈ．２６４／ＡＶＣ中Ｐ帧模式选择方法主要分为

３个部分：帧间模式选择、帧内模式选择、率失真

优化模型。

２．１　帧间模式选择

Ｈ．２６４／ＡＶＣ支持７种块划分模式（１６×１６

到４×４），如图１所示。其中大模式（１６×１６、１６×８、

８×１６）主要用于运动缓慢或细节较少的区域，而

小模式（８×８、８×４、４×８、４×４）主要用于运动剧

烈或细节较多的区域。图２是实际编码过程中

ＱＣＩＦ序列Ｓｕｚｉｅ的第１０帧的块划分模式。

编码一个宏块时，需要对每种帧间模式的

每个分割块都要进行运动估计。７种块划分模

式共形成了４１个分割块，也就是需要进行４１次

运动估计。而对于每次运动估计，其运算量也

相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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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７种块划分模式

Ｆｉｇ．１　７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ｌｏｃｋｓｉｚｅｓ

图２　序列Ｓｕｚｉｅ第１０帧的块划分模式

Ｆｉｇ．２　Ｂｌｏｃｋｓｉｚｅｓｃｈｏｓｅｎｉｎｔｈｅ１０ｔｈｆｒａｍｅｏｆ“Ｓｕｚｉｅ”

２．２　帧内模式选择

除了上述的７种帧间模式外，Ｈ．２６４／ＡＶＣ

在Ｐ帧宏块编码中又考虑了帧内模式。即每个Ｐ

帧宏块还要进行帧内模式预测：亮度块１３种（９

种帧内４×４模式＋４种帧内１６×１６模式），色度

块４种。

其中进行亮度块的帧内４×４模式时，对每个

４×４块独立预测９种模式，而且亮度块与色度块

采用的模式也互相独立，因此每个宏块共需要进

行４×（９×１６＋４）＝５９２次帧内预测。

２．３　率失真优化模型

在选取最佳模式方面，Ｈ．２６４／ＡＶＣ采用了

基于拉格朗日优化算法的率失真优化模型，即根

据公式（１），对每种模式（包括帧间和帧内模式）计

算拉格朗日代价函数值犑ｍｏｄｅ，并选犑ｍｏｄｅ最小值对

应的模式作为最佳模式。

犑ｍｏｄｅ＝犇＋犚×λｍｏｄｅ （１）

　　其中，λｍｏｄｅ是拉格朗日参数，犚和犇 分别是当

前宏块在对应模式下编码生成的比特数和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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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度。

而为了计算在每种模式下的犑ｍｏｄｅ值，要在每

种模式下进行预测残差计算、ＤＣＴ变换和量化、

ＤＣＴ反变换和反量化、熵编码等一系列复杂运

算。这就大大增加了运算量，使得编码时间太长。

３　本文算法

本文应用文献［１５］中基于错误表面单调性的

预测方法，提出了一种新的快速Ｐ帧模式选择

算法。

３．１　犑犿狅犱犲值单调性检测

由式（１）可知，犑ｍｏｄｅ值主要由失真度犇 和生

成比特数 Ｒ决定。因此，在进行最佳模式选择

时，要同时考虑这两个关键因素。其中，失真度由

当前原始宏块与预测宏块之间的残差决定，残差

值越小，失真度越小；生成比特数是每个分割块的

最佳 ＭＶ、采用模式、残差信息等通过熵编码生成

的比特数总和。

对于细节较多、或属于运动剧烈区域的宏块

来说，当采用小尺寸分割模式时，虽然分割块的最

佳 ＭＶ、采用模式等生成的比特数相对大一些，但

残差值相对很小，因而失真度很小，残差信息生成

的比特数也很小。在这种情况，与大尺寸分割模

式相比，一般在小尺寸分割模式下犑ｍｏｄｅ值更小，

因此采用小尺寸分割模式。尤其在细节多到一定

程度、或运动剧烈到一定程度时，随着分割块尺寸

的减小，犑ｍｏｄｅ值单调减小。

相反，对于细节较少、或属于运动平坦区域的

宏块来说，与小尺寸分割模式相比，一般在大尺寸

分割模式下犑ｍｏｄｅ值更小，因此采用大尺寸分割模

式。尤其在细节少到一定程度、或运动平坦到一

定程度时，随着分割块尺寸的减小，犑ｍｏｄｅ值单调

增加。

由上述描述可知，在一定程度下，宏块的

犑ｍｏｄｅ值随着分割块尺寸的变化呈现单调性。因

此，反过来说，如果宏块的犑ｍｏｄｅ值随着分割块尺

寸的变化呈现单调性，则说明该宏块的运动强度

或包含的细节达到了一定程度，从而只需检测大

模式或小模式。犑ｍｏｄｅ值的单调性检测方法
［１５］

如下：

首先求出当前宏块在块划分模式１６×１６、

８×８、４×４下的犑ｍｏｄｅ值，分别记为犑１６、犑８、犑４。如

果满足犑１６≤犑８≤犑４ 或犑１６＞犑８＞犑４，则认为当前

宏块具有犑ｍｏｄｅ值单调性。至于剩余的１６×８、８×

１６、８×４、４×８模式是否需要进行检测，是根据当

前宏块的犑ｍｏｄｅ值单调性决定，如表１所示。

表１　犑犿狅犱犲值单调性与对应的剩余模式

Ｔａｂｌｅ１　Ｍｏｎｏｔｏｎｉｃｉｔｙｏｆ犑ｍｏｄ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ｒｅｍａｉ

ｎｉｎｇｍｏｄｅｓ

犑ｍｏｄｅ值单调性 需要检测的剩余模式

犑１６≤犑８≤犑４ １６×８、８×１６模式

犑１６＞犑８＞犑４ ８×４、４×８模式

其他 １６×８、８×１６、８×４、４×８模式

３．２　水平与垂直方向选择

如３．１中所述，对Ｐ帧宏块进行犑ｍｏｄｅ值单调

性检测后，还需要继续检测剩余的２种或４种模

式。而这些剩余模式检测过程所占用的运算量也

相当大，因此本文利用相邻分割块的最佳 ＭＶ之

间关系，提出了一种水平（１６×８，８×４）与垂直

（８×１６，４×８）方向选择方法，进一步缩小候选模

式检测范围。

下面以１６×８、８×１６模式为例介绍该方法。

在进行犑ｍｏｄｅ值单调性检测的过程中，已在８×８

模式（４个子宏块均采用８×８模式）下对宏块进

行了运动估计，该模式下４个８×８块的最佳 ＭＶ

如图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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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８×８模式下４个子宏块的最佳 ＭＶ

Ｆｉｇ．３　ＢｅｓｔＭＶｓｏｆ４ｓｕｂｍａｃｒｏｂｌｏｃｋｓｉｎ８×８ｍｏｄｅ

若相邻的两个８×８块的最佳 ＭＶ之差足够

小，则可合并这两个８×８块。一般在可合并的情

况下，合并后犑ｍｏｄｅ值减小。这是因为若两个块的

最佳 ＭＶ之差足够小，说明这两个块具有几乎相

同的最佳 ＭＶ，所以合并后失真度和残差信息生

成的比特数的增加很小，而分割块的最佳 ＭＶ、采

用模式等生成的比特数减小很多。而且，一般相

邻８×８块的最佳 ＭＶ之差越小，合并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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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大，合并块的犑ｍｏｄｅ值越小。

本文用ｈｏｒ＿ｍｖ＿ｄｉｆｆ和ｖｅｒ＿ｍｖ＿ｄｉｆｆ分别表

示当前宏块在水平方向上相邻的８×８块之间最

佳 ＭＶ之差和垂直方向上相邻的８×８块之间最

佳 ＭＶ之差，如式（２）、（３）所示。

ｈｏｒ＿ｍｖ＿ｄｉｆｆ＝ ＭＶＸ＿ＬＵ－ＭＶＸ＿ＲＵ ＋

犕犞Ｙ＿ＬＵ－犕犞Ｙ＿ＲＵ ＋ 犕犞Ｘ＿ＬＤ－犕犞Ｘ＿ＲＤ ＋

犕犞Ｙ＿ＬＤ－犕犞Ｙ＿ＲＤ （２）

ｖｅｒ＿ｍｖ＿ｄｉｆｆ＝ 犕犞Ｘ＿ＬＵ－犕犞Ｘ＿ＬＤ ＋

犕犞Ｙ＿ＬＵ－犕犞Ｙ＿ＬＤ ＋ 犕犞Ｘ＿ＲＵ－犕犞Ｘ＿ＲＤ ＋

犕犞Ｙ＿ＲＵ－犕犞Ｙ＿ＲＤ （３）

　　如果ｈｏｒ＿ｍｖ＿ｄｉｆｆ和ｖｅｒ＿ｍｖ＿ｄｉｆｆ都足够小，

则可以合并成１６×１６模式（该模式已检测），从而

跳过１６×８、８×１６模式的检测。如果只有ｈｏｒ＿

ｍｖ＿ｄｉｆｆ足够小，则可以合并成１６×８模式，因此

只需检测１６×８模式，跳过８×１６模式的检测。

如果只有ｖｅｒ＿ｍｖ＿ｄｉｆｆ足够小，则正好相反。

另外，如果ｈｏｒ＿ｍｖ＿ｄｉｆｆ足够小于ｖｅｒ＿ｍｖ＿

ｄｉｆｆ，则可预测为合并成１６×８模式的可能性明显

大于合并成８×１６模式的可能性，也就是该宏块

在１６×８模式下的犑ｍｏｄｅ值明显小于在８×１６模

式下的犑ｍｏｄｅ值，因此在这两种模式中只需检测

１６×８模式；反之亦然。

具体的判断过程如下：

根据大量实验，当ｈｏｒ＿ｍｖ＿ｄｉｆｆ和ｖｅｒ＿ｍｖ＿

ｄｉｆｆ都小于２时，认为足够小，可合并成１６×１６，

跳过１６×８、８×１６模式。

根据大量实验，当一个方向上的最佳犕犞之

差小于另一个方向上最佳犕犞 之差的１／２时，可

认为前者足够小于后者。因此当ｈｏｒ＿ｍｖ＿ｄｉｆｆ≤

ｖｅｒ＿ｍｖ＿ｄｉｆｆ时，如果ｈｏｒ＿ｍｖ＿ｄｉｆｆ＜ｖｅｒ＿ｍｖ＿ｄｉｆｆ／２，

则只检测１６×８模式；否则，如果ｈｏｒ＿ｍｖ＿ｄｉｆｆ＜５，

则认为ｈｏｒ＿ｍｖ＿ｄｉｆｆ足够小，只检测１６×８模式；

否则，两种模式都检测。当ｈｏｒ＿ｍｖ＿ｄｉｆｆ＞ｖｅｒ＿

ｍｖ＿ｄｉｆｆ时，正好相反。

同样，对于每个子宏块在８×４、４×８模式之间

的选择过程也采用该方法。早在进行犑ｍｏｄｅ值单调

性检测过程中，已经对４×４模式（４个子宏块均采

用４×４模式）进行了运动估计。因此，子宏块在

８×４、４×８模式之间的选择是根据该子宏块中４

个４×４块在４×４模式下的最佳ＭＶ进行。

３．３　犘帧宏块的帧内模式选择

Ｐ帧宏块采用帧内模式的可能性极低，但不

可彻底忽略，因此可以选择性地进行检测。本文

中提出的方法是根据已求得的最佳帧间模式，决

定需要检测的帧内模式。如果最佳帧间模式（７

种模式之一）为大模式，则表明宏块的一致性相对

较高，因此只检测帧内１６×１６模式；相反，如果最

佳帧间模式为小模式，则表明宏块的一致性相对

较低，因此只检测帧内４×４模式。

为了验证该方法的可行性，本文对９个不同

测试序列（Ｎｅｗｓ、Ｆｏｒｅｍａｎ、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Ｃａｒｐｈｏｎｅ、

Ａｋｉｙｏ、Ｓｕｚｉｅ、Ｇｒａｎｄｍａ、Ｍｏｂｉｌｅ、Ｓａｌｅｓｍａｎ，以下

实验中均采用这９个测试序列）进行了测试，统计

分析了Ｐ帧宏块的最佳帧间模式分别为大模式

和小模式时，最终采用帧内１６×１６模式或帧内

４×４模式为最佳模式的比率。表２中数据是以上

两种比率在９个序列中的平均值。

表２　在对应最佳帧间模式下采用帧内模式比率

Ｔａｂｌｅ２　Ｒａｔｉｏｏｆｉｎｔｒａｍｏｄｅａｄｏｐｔｅｄ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ｃｏｒｒｅ

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ｂｅｓｔｉｎｔｅｒｍｏｄｅ

最佳帧间模式 帧内１６×１６ 帧内４×４

大模式 ０．３１％ ０．２６％

小模式 ０．１６％ ０．９２％

由表２可知，当最佳帧间模式为大模式时，采

用帧内１６×１６模式和帧内４×４模式时的平均比

例分别为０．３１％和０．２６％，即帧内１６×１６模式

时的比例相对大一些；当最佳帧间模式为小模式

时，采用帧内１６×１６模式和帧内４×４模式时的

平均比率分别为０．１６％和０．９２％，即大部分为帧

内４×４模式。根据本文提出的方法，对于帧间模

式为大模式的情况，平均错误率是采用帧内４×４

模式为最佳模式的平均比率，即０．２６％（虽然此

时帧内１６×１６模式时的比例和帧内４×４时的比

率相差不大，但由于在该情况采用帧内模式为最

佳模式的总比例平均很小，因此错误率很小）；对

于帧间模式为小模式的情况，平均错误率是采用

帧内１６×１６模式为最佳模式的平均比率，即

０．１６％。两种情况下错误率都很小，因此证明了该

方法可行。

３．４　本文算法描述

根据３．１～３．３中的描述，本文提出的快速Ｐ

帧模式选择算法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１：分别计算当前宏块在ｓｋｉｐ和１６×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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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下的犑ｍｏｄｅ值，取其中较小值设为犑１６。

步骤２：计算当前宏块在８×８和４×４模式

下的犑ｍｏｄｅ值，分别记为犑８ 和犑４。在犑１６、犑８ 和犑４

中，最小值设为犑ｍｉｎ，把对应的模式设为 Ｂｅｓｔ

ｍｏｄｅ。

步骤３：如果犑１６≤犑８≤犑４，则设ＩＦ＿ＳＭＡＬＬ＝０，

进入步骤４；否则，如果犑１６＞犑８＞犑４，则设Ｂｌｏｃｋ＝０，

进入步骤５；否则，设ＩＦ＿ＳＭＡＬＬ＝１，并进入步

骤４。

步骤４：计算基于８×８模式的ｈｏｒ＿ｍｖ＿ｄｉｆｆ

和ｖｅｒ＿ｍｖ＿ｄｉｆｆ。根据３．２中的判断方法，检测

１６×８、８×１６模式，并更新犑ｍｉｎ和Ｂｅｓｔｍｏｄｅ。如

果ＩＦ＿ＳＭＡＬＬ等于１，则设Ｂｌｏｃｋ＝０，并进入步

骤５；否则，进入步骤７。

步骤５：对于当前子宏块，计算基于４×４模

式的ｈｏｒ＿ｍｖ＿ｄｉｆｆ和ｖｅｒ＿ｍｖ＿ｄｉｆｆ。根据３．２中的

判断方法，检测８×４、４×８模式。把检测结果和

４×４、８×８模式比较，确定该子宏块的最佳模式。

步骤６：如果Ｂｌｏｃｋ等于３，则根据在步骤５

更新的４个子宏块的最佳模式，计算当前宏块在

小模式下的犑ｍｏｄｅ值，并更新犑ｍｉｎ和Ｂｅｓｔｍｏｄｅ，进

入步骤７；否则，Ｂｌｏｃｋ加１，回到步骤５检测下一

个子宏块。

步骤７：如果Ｂｅｓｔｍｏｄｅ≤３，即为大模式，则检

测帧内１６×１６模式；否则，检测帧内４×４模式，

并根据检测结果更新犑ｍｉｎ和Ｂｅｓｔｍｏｄｅ。此时的

Ｂｅｓｔｍｏｄｅ就是当前宏块的最佳模式。

４　实验结果及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快速Ｐ帧模式选择算

法，本文首先在Ｈ．２６４／ＡＶＣ参考软件ＪＭ８．６上

实现了该算法，并通过对具有不同运动剧烈程度、

不同纹理复杂度的９个测试序列进行测试，统计

分析了本文改进算法相对ＪＭ 中模式全搜索算

法，在信噪比、编码时间、输出码率上的变化。这

是因为视频编码性能主要体现在信噪比、编码时

间、输出码率这３个方面，其中信噪比越高、编码

时间越短、输出码率越小，编码性能越好。

实验中采用ＩＰＰＰ图像编码结构，帧率为３０

ｆｐｓ，１个参考帧，使能哈达马变换，搜索范围为

±１６，开启ＲＤＯ，熵编码采用ＣＡＶＬＣ，对每个序

列分别在４个固定量化参数（ＱＰ＝２８、３２、３６、４０）

下各编码１００帧。实验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本文算法与模式全搜索算法比较

Ｔａｂｌｅ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ｎｄｔｈｅ

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序列 ＢＤＢＲ／％ ＢＤＰＳＮＲ／ｄＢ Δ犜／％

Ｎｅｗｓ ０．８０ －０．０４５ －６６．１１

Ｆｏｒｅｍａｎ １．３２ －０．０７０ －５９．８６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 ０．１３ ０．００２ －６８．５３

Ｃａｒｐｈｏｎｅ １．１２ －０．０５１ －６１．７６

Ａｋｉｙｏ －０．６５ ０．０３８ －６６．６１

Ｓｕｚｉｅ １．３１ －０．０５７ －６１．５３

Ｇｒａｎｄｍａ －０．６５ ０．０２５ －６６．５８

Ｍｏｂｉｌｅ －０．２２ ０．００９ －５７．９４

Ｓａｌｅｓｍａｎ ０．５６ －０．０３１ －６５．２７

平均 ０．４１ －０．０２０ －６３．８０

本文根据文献［１６］中的计算方法，分别用

ＢＤＰＳＮＲ和ＢＤＢＲ衡量两种算法在信噪比和输

出码率上的差异。该计算方法是根据４个不同

ＱＰ值下信噪比和输出码率值，拟合ＲＤ曲线，并

假设在两种算法下所有测量点具有相同输出码率

或相同信噪比，分别计算ＢＤＰＳＮＲ和ＢＤＢＲ，给

出了全局范围内两种算法的性能差异。表３中，

Δ犜表示编码时间的变化率，如公式（４）所示，其

中犜ｐｒｏ和犜ＪＭ分别表示在本文算法和模式全搜索

算法下的编码时间。

Δ犜＝
犜ｐｒｏ－犜ＪＭ
犜ＪＭ

×１００％ （４）

　　表３中实验结果表明，相对ＪＭ 中的模式全

搜索算法，本文提出的快速运动估计算法平均减

少了６３．８０％的编码时间，最大６８．５３％（Ｃｏｎ

ｔａｉｎｅｒ序列），最小５７．９４％（Ｍｏｂｉｌｅ序列），明显

提高了编码速度。在编码性能方面，信噪比平均

下降了０．０２０ｄＢ，或输出码率平均等效增加了

０．４１％。信噪比在最坏情况下下降了０．０７０ｄＢ，

输出码率在最坏情况下增加了１．３２％，几乎可以

忽略。

表４是在不同ＱＰ下各个序列的Δ犜值。可

以看出，随着ＱＰ的增加，速度提高比率有小幅上

升。另外，本文算法对于运动缓慢的序列速度提

高比率，相比运动剧烈的序列大一些，如当ＱＰ＝

２８时，运动较缓慢的Ｎｅｗｓ序列、Ａｋｉｙｏ序列，编

码速度分别提高了６５．５８％、６５．４２％，而运动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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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烈的 Ｍｏｂｉｌｅ序列、Ｆｏｒｅｍａｎ序列，编码速度分

别提高了５０．８３％、５５．５５％，但差距并不明显。

而且随着ＱＰ的增加，该差距逐渐减小。以Ｎｅｗｓ

序列和 Ｍｏｂｉｌｅ序列为例，当 ＱＰ＝２８时，这两个

序列的编码速度提高比率相差１４．７５％；当ＱＰ＝

３２时，相差９．９７％；当ＱＰ分别为３６、４０时，相差

分别为４．９３％和３．０６％。

图４、图５分别是Ｎｅｗｓ序列和 Ｍｏｂｉｌｅ序列

表４　不同犙犘下的Δ犜

Ｔａｂｌｅ４　Δ犜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ＱＰｓ

序列
ＱＰ＝２８／

％

ＱＰ＝３２／

％

ＱＰ＝３６／

％

ＱＰ＝４０／

％

Ｎｅｗｓ －６５．５８ －６６．１０ －６６．６０ －６６．１９

Ｆｏｒｅｍａｎ －５５．５５ －５９．３７ －６１．６６ －６２．８７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 －６８．５６ －６８．８６ －６８．５０ －６８．２０

Ｃａｒｐｈｏｎｅ －５７．０５ －６１．２９ －６４．０１ －６４．６８

Ａｋｉｙｏ －６５．４２ －６７．２６ －６６．９５ －６６．８０

Ｓｕｚｉｅ －５９．００ －６１．６２ －６２．９２ －６２．５８

Ｇｒａｎｄｍａ －６６．２６ －６６．５９ －６６．７６ －６６．７０

Ｍｏｂｉｌｅ －５０．８３ －５６．１３ －６１．６６ －６３．１３

Ｓａｌｅｓｍａｎ －６４．４３ －６５．３７ －６５．６６ －６５．６５

平均 －６１．４１ －６３．６２ －６４．９７ －６５．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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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Ｎｅｗｓ序列ＲＤ性能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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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Ｍｏｂｉｌｅ序列ＲＤ性能曲线

Ｆｉｇ．５　ＲＤｃｕｒｖｅｆｏｒ“Ｍｏｂｉｌｅ”

在本文算法和ＪＭ 中模式全搜索算法下的ＲＤ性

能曲线图。可以看出，在不同序列中两种算法的

ＲＤ性能曲线均非常相近，几乎重叠。因此，进一

步证明了本文算法与模式全搜索算法具有几乎相

同的编码性能。

整体来说，本文提出的Ｐ帧宏块模式快速选

择算法，在运算复杂度上相比ＪＭ 中的模式全搜

索算法有明显下降，而在编码质量和编码效率方

面几乎保持一致，算法性能比较好。

５　结　　论

为了提高编码速度，本文针对 Ｈ．２６４／ＡＶＣ

中运算量较大的Ｐ帧模式选择部分，提出了快速

算法。对于帧间模式，先后通过犑ｍｏｄｅ值单调性检

测、基于子块 ＭＶ的水平与垂直方向选择，缩小

候选模式检测范围，对于帧内模式，引入了基于最

佳帧间模式的帧内模式选择方法，从而尽可能只

检测可能性较高的模式，而避免不必要的模式检

测。实验结果表明，与ＪＭ 中模式全搜索算法相

比，本文算法编码速度平均提高了约６３．８０％，而

编码性能基本保持不变。本文的下一步工作是把

改进算法移植到ＤＳＰ系统中，并针对硬件结构进

行代码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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