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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概述（Introduction）

举例1：对于电视画面的分辨率640*480的彩色图像，每秒
30帧，则一秒钟的数据量为：

640*480*24*30=221.12M ，1张CD可存640M，如果不进行
压缩，1张CD则仅可以存放2.89秒的数据.

举例2：目前的WWW互联网包含大量的图像信息，如果图像
信息的数据量太大，会使本来就已经非常紧张的网络带
宽变得更加不堪重负（World Wide Web变成了World 
Wide Wait）

为什么要对图像进行压缩



7.1.1、图像的信息量与信息熵
（Information Content and Entropy）

1. 信息量

设信息源X可发出的消息符号集合为 { }| 1,2, ,iA a i m= = ⋅⋅⋅

并设X发出符号 ia 的概率为 ，则定义符号出现的自信息量为:( )ip a

( ) log ( )i iI a p a= −

通常,上式中的对数取2为底，这时定义的信息量单位为
“比特”(bit) 。



2. 信息熵

对信息源X的各符号的自信息量取统计平均,可得每个符号
的平均自信息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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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平均自信息量H(X) 称为信息源X的熵(entropy),单位
为bit/符号,通常也称为X的零阶熵。由信息论的基本概念可以
知道, 零阶熵是无记忆信息源(在无失真编码时)所需数码率的
下界。

）

7.1.1、图像的信息量与信息熵
（Information Content and Entropy）



通常一副图像中的各点像素点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
性。特别是在活动图像中，由于两幅相邻图像之间的时
间间隔很短，因此这两幅图像信息中包含了大量的相关
信息。这些就是图像信息中的冗余。

7.1.2、图像数据冗余
(Image data redundancy)



1. 空间冗余
图7.2是一幅图像，其中心部分为

一个灰色的方块，在灰色区域中的所有

像素点的光强和彩色以及饱和度都是相

同的，因此该区域中的数据之间存在很

大的冗余度。 图7.2 空间冗余

空间冗余是图像数据中最基本的冗余。要去除这种冗余，
人们通常将其视为一个整体，并用极少的数据量来表示，从
而减少邻近像素之间的空间相关性，已达到数据压缩的目的 。

7.1.2、图像数据冗余
(Image data redundancy)



2. 时间冗余
由于活动图像序列中的任意两相邻的图像之间的时间间隔很短，因

此两幅图像中存在大量的相关信息，如图7.3所示 。

时间冗余是活动图像和语音数据中经常存在的一种冗余。

图7.3 时间冗余

7.1.2、图像数据冗余
(Image data redundancy)



3. 信息熵冗余

信息熵冗余是针对数据的信息量而言的。设某种编码

的平均码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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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为分配给第符号 的比特数， 为符号出现的概率。)( isl is )( isp

这种压缩的目的就是要使L接近 ( )H X

7.1.2、图像数据冗余
(Image data redundancy)



4. 结构冗余
图7.4表示了一种结构冗余。从图中可以看出。它存在着

非常强的纹理结构，这使图像在结构上产生了冗余。

图7.4  结构冗余

7.1.2、图像数据冗余
(Image data redundancy)



5．知识冗余
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某些图像所具有的先

验知识，如人脸图像的固有结构（包括眼、耳、
鼻、口等）为人们所熟悉。这些由先验知识得到
的规律结构就是知识冗余。

6. 视觉冗余
由于人眼的视觉特性所限，人眼不能完全感

觉到图像画面的所有细小的变化。例如人眼的视
觉对图像边缘的剧烈变化不敏感，而对图像的亮
度信息非常敏感，因此经过图像压缩后，虽然丢
了一些信息，但从人眼的视觉上并未感到其中的
变化，而仍认为图像具有良好的质量。

7.1.2、图像数据冗余
(Image data redundancy)



7.1.3、 图像压缩编码分类
(Coding methods of Image Compression

无失真图像压缩编码利用图像信源概率分布的不均匀性，

通过变长编码来减少信源数据冗余，使编码后的图像数据接
近其信息熵而不产生失真，因而也通常被称为熵编码。

有限失真编码则是根据人眼视觉特性，在允许图像产生一

定失真的情况下（尽管这种失真常常不为人眼所觉察），利用
图像信源在空间和时间上具有较大的相关性这一特点，通过某
一种信号变换来消除信源的相关性、减少信号方差，达到压缩
编码的目的。



7.1.4、压缩技术的性能指标(Evaluation Index 
of Image Compression approaches)

1.压缩比

为了表明某种压缩编码的效率,通常引入压缩比这一参数,它的定
义为: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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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其中 表示压缩前图像每像素的平均比特数,  表示压缩后每
像素所需的平均比特数,一般的情况下压缩比c总是大于等于1的,
c愈大则压缩程度愈高。

1b 2b



2.平均码字长度

平均码字长度:设 为数字图像第k个码字 的长度(  编码成二
进制码的位数)。其相应出现的概率为 , 则该数字图像所赋予
的平均码字长度为:

3.编码效率

在一般情况下,编码效率往往可用下列简单公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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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压缩技术的性能指标(Evaluation Index 
of Image compressionapproaches)



4.冗余度

1r η= −

R越小,说明可压缩的余地越小。

7.1.4、压缩技术的性能指标(Evaluation Index 
of Image compressionapproaches)



7.2 无失真图像压缩编码
（Lossless image compression）

无失真失真图像压缩编码就是指图像经过
压缩、编码后恢复的图像与原图像完全—样，

没有任何失真 .

常用的无失真图像压缩编码有许多种。如哈
夫曼（Huffman）编码、游程编码和算术编
码。



7.2.1、哈夫曼编码(Huffman coding)

哈夫曼编码是根据可变长最佳编码定理,应用哈夫曼算法
而产生的一种编码方法。

1. 可变长最佳编码定理

对于一个无记忆离散信源中每一个符号，若采用相同
长度的不同码字代表相应符号，就叫做等长编码。若对信源
中的不同符号用不同长度的码字表示就叫做不等长或变长编
码 。



2. 哈夫曼（Huffman）编码的编码思路

实现哈夫曼编码的基本步骤如下:

(1) 将信源符号出现的概率按由大到小地顺序排列。

(2) 将两处最小的概率进行组合相加,形成一个新概率。并按第(1)步方法
重排,如此重复进行直到只有两个概率为止。

(3) 分配码字,码字分配从最后一步开始反向进行,对最后两个概率一个赋
于“0”码字,一个赋于“1”码字。如此反向进行到开始的概率排列,在此过程

中,若概率不变采用原码字。

7.2.1、哈夫曼编码(Huffman coding)



举例：设输入图像的灰度级{y1,y2,y3,y4,y5,y6,y7,y8}出现的概率分别
为0.40,0.18,0.10,0.10,0.07,0.06,0.05,0.04。试进行哈夫曼编码,并
计算编码效率、压缩比、冗余度 。

按照上述的编码过程和例题所给出的参数,其哈夫曼编码过程及其编

码的结果如图7.6所示。图像信源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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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哈夫曼编码过程图所给出的结果,可以求出它的平
均码字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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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哈夫曼编码(Huffman coding)



编码效率:

压缩比：

压缩之前8个符号需3个比特量化,经压缩之后的平均码字长度为2.61,
因此压缩比为: 

/ 2.55/ 2.61 97.8%H Lη = = =

3 / 2.61 1.15C = =

冗余度为:

1 2.2%γ η= − =

7.2.1、哈夫曼编码(Huffman coding)



图7.6  哈夫曼编码过程

7.2.1、哈夫曼编码(Huffman coding)



3. 哈夫曼（Huffman）编码的特点

（1）Huffman编码所构造的码并不是唯一的，但其编码效率是唯一的。

（2）对不同信源，其编码效率是不同的。

（3）实现电路复杂，且存在误码传播问题。

（4）Huffman编码只能用近似的整数而不是理想的小数来表示单个符号，
这也是Huffman编码无法达到最理想的压缩效果的原因．

7.2.1、哈夫曼编码(Huffman coding)



7.2.2、游程编码(Run-length coding)

下面以一个具体的二值序列为例进行说明。已
知一个二值序列00101110001001 ，根据游程编码的
规则，可知其游程序列为21133121 。

可见图像中具有相同灰度（或颜色）的图像块
越大、越多，压缩的效果就越好，反之当图像越复
杂，即其中的颜色层次越多时，则其压缩效果越不
好，因此对于复杂的图像，通常采用游程编码与
Huffman编码的混合编码方式，

即首先进行二值序列的游程编码，然后根据“0”
游程与“1”游程长度的分布概率，再进行Huffman编
码。



7.2.3 算术编码(Arithmetic coding)

算术编码不是将单个信源符号映射成一个码字，而是
把整个信源表示为实数线上的0到1之间的一个区间，其长度
等于该序列的概率。再在该区间内选择一个代表性的小数，
转化为二进制作为实际的编码输出。消息序列中的每个元素
都要缩短为一个区间。消息序列中元素越多，所得到的区间
就越小。当区间变小时，就需要更多的数位来表示这个区
间。采用算术编码，每个符号的平均编码长度可以为小数。



算术编码不是将单个信源符号映射成一个码字，而是
把整个信源表示为实数线上的0到1之间的一个区间，其
长度等于该序列的概率。再在该区间内选择一个代表性
的小数，转化为二进制作为实际的编码输出。消息序列
中的每个元素都要缩短为一个区间。消息序列中元素越
多，所得到的区间就越小。当区间变小时，就需要更多
的数位来表示这个区间。采用算术编码，每个符号的平
均编码长度可以为小数。

7.2.3 算术编码(Arithmetic coding)



举例：假设信源符号为X={00，01，10，11}，其中各符号
的概率为P(X)={0.1，0.4，0.2，0.3}。对这个信源进行
算法编码的具体步骤如下：

1）已知符号的概率后，就可以沿着“概率线”为每个符号
设定一个范围：[0，0.1),[0.1,0.5)，[0.5，0.7)，
[0.7，1.0)。把以上信息综合到表7.1中。

7.2.3 算术编码(Arithmetic coding)



2） 假如输入的消息序列为：10、00、11、00、10、11、01，其算术

编码过程为：

第一步：初始化时，范围range为1.0，低端值low为0。下一个范围的
低、高端值分别由下式计算：

* _
* _

low low range range low
high low range range high

= +⎧
⎨ = +⎩

其中等号右边的range和low为上一个被编码符号的范围和
低端值；range_low和range_high分别为被编码符号已给定的
出现概率范围的低端值和高端值。

7.2.3 算术编码(Arithmetic coding)



对第一个信源符号10编码：

* _ 0 1*0.5 0.5
* _ 0 1*0.7 0.7

low low range range low
high low range range high

= + = + =⎧
⎨ = + = + =⎩

所以，信源符号10将区间
[0,1) [0.5,0.7)⇒ 。

下一个信源符号的范围为 _ _ 0.2range range high range low= − =

第二步：对第二个信源符号00编码：

* _ 0.5
0.

0.2*0 0.5
* _ 0.5 0.2* 0.51 2

low low range range low
high low range range high

= + = + =⎧
⎨ = + = + =⎩

所以信源符号00将区间 [0.5,0.7) [0.5,0.52)⇒ 。

下一个信源符号的范围为
_ _ 0.02range range high range low= − =

7.2.3 算术编码(Arithmetic coding)



第三步：对第三个信源符号11编码：

* _ 0.5 0.02*0.7 0.514
* _ 0.5 0.02*1 0.52

low low range range low
high low range range high

= + = + =⎧
⎨ = + = + =⎩

所以信源符号11将区间 [0.5,0.52) [0.514,0.52)⇒ 。

下一个信源符号的范围为 _ _ 0.006range range high range low= − =

第四步：对信源符号00编码：

* _ 0.514 0.006*0 0.514
* _ 0.514 0.006*0.1 0.5146

low low range range low
high low range range high

= + = + =⎧
⎨ = + = + =⎩

下一个信源符号的范围为 。

_ _ 0.0006range range high range low= − =

7.2.3 算术编码(Arithmetic coding)



第五步：对第五个信源符号10编码：

* _ 0.514 0.0006*0.5 0.5143
* _ 0.514 0.0006*0.7 0.51442

low low range range low
high low range range high

= + = + =⎧
⎨ = + = + =⎩

所以，信源符号10将区间 [0.514,0.5146) [0.5143,0.51442)⇒ 。

下一个信源符号的范围为

_ _ 0.00012range range high range low= − =

第六步：对第六个信源符号11编码：

* _ 0.5143 0.00012*0.7 0.514384
* _ 0.5143 0.00012*1 0.51442

low low range range low
high low range range high

= + = + =⎧
⎨ = + = + =⎩

所以，信源符号11将区间 [0.5143,0.51442) [0.514384,0.51442)⇒ 。

7.2.3 算术编码(Arithmetic coding)



_ _ 0.000036range range high range low= − = 。

* _ 0.514384 0.000036*0.1 0.5143876
* _ 0.514384 0.000036*0.5 0.514402

low low range range low
high low range range high
= + = + =⎧

⎨ = + = + =⎩

第七步：对第七个信源符号01编码：

下一个信源符号的范围为

所以，信源符号01将区间

[0.51484,0.51442) [0.5143876,0.514402)⇒ 。

最后从[0.5143876，0.514402]中选择一个数作为
编码输出，这里选择0.5143876。

7.2.3 算术编码(Arithmetic coding)



综上所述，算术编码是从全序列出发，采用递推形式的一种
连续编码，使得每个序列对应该区间内一点，也就是一个浮点小
数；这些点把[0，1）区间分成许多小段，每一段长度则等于某
序列的概率。再在段内取一个浮点小数，其长度可与序列的概率
匹配，从而达到高效的目的。

7.2.3 算术编码(Arithmetic coding)



解码是编码的逆过程，通过编码最后的下标界值0.5143876得
到信源“10 00 11 00 10 11 01”是唯一的编码。解码操作过程综

合如下 ：
0.5143876 0 0.5143876 10

1
−

= ⇒

0.5143876 0.5 0.071938 00
0.2

−
= ⇒

0.071938 0 0.71938 11
0.1

−
= ⇒

0.71938 0.7 0.0646 00
0.3

−
= ⇒

0.0646 0 0.646 10
0.1

−
= ⇒

0.646 0.5 0.73 11
0.2
−

= ⇒

0.73 0.7 0.1 01
0.3
−

= ⇒

0.1 0.1 0
0.4
−

= ⇒结束

7.2.3 算术编码(Arithmetic coding)



从以上算术编码算法可以看出，算术编码具
有以下特点：

1、由于实际的计算机精度不可能无限长，运算
中会出现溢出问题。

2、算术编码器对整个消息只产生一个码字，这
个码字是在[0，1）之间的一个实数，因此译
码器必须在接收到这个实数后才能译码。

3、算术编码也是一种对错误很敏感的方法。

7.2.3 算术编码(Arithmetic coding)



7.3 有限失真图像压缩编码
（Lossy Image Compression）

从前面的分析可知，无失真图像压缩编码的平均码长存
在一个下限，这就是信源熵。换句话说，如果无失真图像编
码的压缩效率越高，那么编码的平均码长越接近信源的熵。
因此，无失真编码的压缩比不可能很高，而在有限失真图像
编码方法中，则允许有一定的失真存在，因而可以大大提高
压缩比，压缩比越大，引入的失真也就越大，但同样提出了
一个新的问题，这就是在失真不超过某种极限的情况下，所
允许的编码比特率的下限是多少，率失真函数回答的便是这
一问题。



7.3.1、 率失真函数(Rate distortion function)

率失真函数是指在信源一定的情况下使信号的失真小于或等于
某一值D所必需的最小的信道容量，常用R(D)表示，D代表所
允许的失真，对连续信源的编码与传输，可以用失真度d(x,y)
和失真函数D(x,y)表示，即

通常采用以下几种失真度量：
(1)均匀误差
(2)绝对误差
(3)频域加权误差
(4)超视觉阈值均方误差

在图7.7中给出了率失真函数R(D)与失真D的关系曲线。
可见对于离散信源，当D=0（即无失真情况下）时，所需的比
特数为R(0)，并且小于收到信号的熵值H(Y)；当D逐渐增大
时，所需的率失真函数则随之下降，因此我们可以总结
出率失真函数R(D)的性质。

( , ) ( , ) ( , )D x y p x y d x y dxdy= ∫ ∫



Dmax

D

0

H(X)

R(D)

离散信源

连续信源

7.3.1、 率失真函数(Rate distortion function)

图7.7  R(D)的典型曲线

率失真函数具有以下性质

(1)当D<0时，不存在R(D). 

(2(当D≥Dmax（Dmax为正值，其数值上等于信号方差σ2）时，R(D)=0, 
表示此时所传输的数据信息毫无意义。

(3)当0<D<Dmax时，R(D)是一个下凸型连续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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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此时所传输的数据信息毫无意义。

(3)当0<D<Dmax时，R(D)是一个下凸型连续函数。

7.3.1、 率失真函数(Rate distortion function)



7.3.2 线性预测编码和变换编码

(Linear Prediction and Transform Coding)

1. 线性预测编码

目前用得较多的线性预测方法,全称为差值脉冲编码调制
(DPCM:DifferentialPulseCodeModulation),简称为DPCM。

图7.9是一个4阶预测器的示意图,图(a)表示预测器所用的
输入像素和被预测像素之间的位置关系,图(b)表示预测器的结
构。



IQ

— Q IQ

+

+

预测器

Q:量化器
IQ:逆量化器

预测器

7.3.2 线性预测编码和变换编码

(Linear Prediction and Transform Coding)

图7.8  DPCM系统框图



图7.9是一个4阶预测器的示意图,图(a)表示预测器所用的
输入像素和被预测像素之间的位置关系,图(b)表示预测器的结
构. 

f2       f3      f4

f1     f5

扫描行 ×a1f1

×a2f2

×a3f3

×a4f4

∑

图7.9   预测像素和预测器

7.3.2 线性预测编码和变换编码

(Linear Prediction and Transform Coding)



（1）变换编码的工作原理

' ( , )F u v
' ( , )f j k

( , )F u v( , )f j k

图7.11  变换编码系统原理

变换编码的工作原理如图所示

7.3.2 线性预测编码和变换编码

(Linear Prediction and Transform Coding)



变换编码首先将一幅N×N大小的图像分割成
个子图像。然后对子图像进行变换操作，解除子图
像像素间的相关性，达到用少量的变换系数包含尽
可能多的图像信息的目的。接下来的量化步骤是有
选择地消除或粗量化带有很少信息的变换系数，因
为它们对重建图像的质量影响很小。

2(N/n)

7.3.2 线性预测编码和变换编码

(Linear Prediction and Transform Coding)



（2）基于DCT的图像压缩编码

图像的DCT(离散余弦变换)已在4.6节中阐明．DCT具有把高
度相关数据能量集中的能力，这一点和傅里叶变换相似，且DCT
得到的变换系数是实数，因此广泛用于图像压缩。下面是用二维
离散余弦变换进行图像压缩说明。

例如一个图像信号， 其灰度值为8 8( , )f j k ×

8 8

79 75 79 82 82 86 94 94
76 78 76 82 83 86 85 94
72 75 67 78 80 78 74 82
74 76 75 75 86 80 81 79

( , )
73 70 75 67 78 78 79 85
69 63 68 69 75 78 82 80
76 76 71 71 67 79 80 83
72 77 78 69 75 75 78 78

f j 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3.2 线性预测编码和变换编码

(Linear Prediction and Transform Coding)



8 8

619 29 8 2 1 3 0 1
22 6 4 0 7 0 2 3
11 0 5 4 3 4 0 3
2 10 5 0 0 7 3 2

( , )
6 2 1 1 3 0 0 8
1 2 1 2 0 2 2 2
8 2 4 1 5 1 1 1
3 1 5 2 1 1 1 3

F v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得到DCT系数矩阵为

（7.29）

由（7.29）式可以看出DCT系数集中在低频区域、越是高
频区域系数值越小,根据人眼的视觉特性,通过设置不同的视觉
阈值或量化电平,将许多能量较小的高频分量量化为0,可以增
加变换系数中“0”的个数,同时保留能量较大的系数分量,从而获

得进一步的压缩。在JPEG的基本系统中,就是采用二维DCT的算
法作为压缩的基本方法。



（a）原始图像 （b）压缩后的图像

图7.12 图像压缩前后的比较



7.3.3 矢量量化编码
（Vector Quantifiation Coding）

矢量量化(Vector Quantifiation ，VQ)技术是一种
有损压缩技术，它根据一定的失真测度在码书中搜索出
与输入矢量失真最小的码字的索引，传输时仅传输这些
码字的索引，接收方根据码字索引在码书中查找对应码
字，再现输入矢量。



1. 矢量量化原理

矢量量化的过程如图7-13所示,可以分为量化和反量化两
部分。在矢量量化中,根据某种失真最小原则,来分别决定如
何对n维矢量空间进行划分,以得到合适的C个分块,以及如何
从每个分块选出它们各自合适的代表Xi′。

'
iX

图7.13 矢量量化编译码



2. 码书的设计

矢量量化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码书的设计。码书的设计
越适合待编码的图像的类型,矢量量化器的性能就越好,因为实
际中不可能为每一幅待编码的图像单独设计一个码书,所以通常
是以一些代表性的图像构成的训练集为基础,为一类图像设计出
一个码书 。



7.4 图像编码新技术
（New Image Compression Technology）

7.4.1 子带编码（Subband coding）7.4.1 子带编码（Subband coding）

7.4.2 模型基编码（Model-based coding）7.4.2 模型基编码（Model-based coding）

7.4.3 分形编码（Fractal coding）7.4.3 分形编码（Fractal coding）



7.4.1 子带编码（Subband coding）

1.子带编码

子带编码是一种在频率域中进行数据压缩的算法。其指导
思想是首先在发送端将图像信号在频率域分成若干子带，然
后分别对这些子带信号进行频带搬移，将其转换成基带信
号，再根据奈奎斯特定理对各基带信号进行取样、量化和编
码，最后合并成为一个数据流进行传送。



(a) 编码器

(b)解码器

图7.15 子带编码器工作原理

子带编码的工作原理

7.4.1 子带编码（Subband coding）



）

模型基编码主要是一种参数编码方法,因此它与基
于保持信号原始波形的所谓波形编码相比有着本质区
别。相对于对像素进行编码而言,对参数的编码所需
的比特数要少得多,因此可以节省大量的编码数据。

7.4.2 模型基编码（Model-based codin



图7.16分析综合编码器原理图

编码原理

7.4.2 模型基编码（Model-based coding）



7.4.3 分形编码（Fractal 
coding）

在分形编码中，使用了迭代函数（IFS）理论、仿射理
论和拼贴定理，具体应用过程如下：首先采用如颜色分割、
边缘检测、频谱分析等，将原始图像分割成一系列子图像，
如一棵树、一片树叶然后在分形集合中查找这些子图像，但
分形集所存储的并不是具体的子图像，而是迭代函数，因此
分形集中包含许多迭代函数。由于迭代只需要几个参数来表
示，因此能够得到高压缩比。由此可见，分形编码中存在两
大难点，这就是如何进行图像分割和构造迭代 。



7.5 图像压缩技术标准
（Image Compression Standards）

7.5.1 JPEG压缩（JPEG Compression）7.5.1 JPEG压缩（JPEG Compression）

7.5.2 JPEG 20007.5.2 JPEG 2000

7.5.3 H.26X标准（H.26X standards）7.5.3 H.26X标准（H.26X standards）

7.5.4 MPEG标准（MPEG standards）7.5.4 MPEG标准（MPEG standards）



JPEG是用于彩色和灰度静止图像的一种完善的有损/无损压缩方法，

对相邻像素颜色相近的连续色调图像的效果很好，而用于处理二值图像
效果较差。JPEG是一种图像压缩方法，它对一些图像特征如像素宽高
比、彩色空间或位图行的交织方式等并未作严格的限制。

在JPEG基准编码系统中，输入和输出图像都限制为8比特图像，而量
化的DCT系数值限制在11比特。图7.15给出了JPEG编码/解码方框图。

7.5.1、 JPEG压缩（JPEG Compression）



7.5.1、 JPEG压缩（JPEG Compression）



JPEG2000主要由6个部分组成,其中,第一部分为编码的核心部
分,具有最小的复杂性,可以满足80%的应用需要,其地位相当
于JPEG标准的基本系统,是公开并可免费使用的。第二至第
六部分则定义了压缩技术和文件格式的扩展部分,包括编码
扩展(第二部分),MotionJPEG2000(MJP2,第三部分),一致性
测试(第四部分),参考软件(第五部分),混合图像文件格式
(第六部分)。

7.5.2 JPEG 2000



图7.18是JPEG2000的基本模块组成,其中包括预处理、DWT、
量化、自适应算术编码以及码流组织等5个模块 。

7.5.2 JPEG 2000



7.5.3 H.26X标准（H.26X standards）

1. H.261
TU-T(原CCITT)于1990年7月通过H.261建议———“p×64kbit/s视
听业务的视频编解码器”,其中p的范围是1～30,覆盖了整个窄带ISDN
基群信道速率。该标准的应用目标是会议电视和可视电话,通常
p=1,2时适用于可视电话,p在6以上时可以适用于会议电视业务。



2. H.263
H.263建议中仍采用H.261建议的混合编码器 ,但
去掉了信道编码部分。在信源编码器中,DCT、
量化器的种类,以及对DCT的量化系数的

Z字形扫描和二维VLC等处理与H.261建议是一致
的, H.263的基本编码方法与H.261是相同的,均
为混合编码方法。但H.263在编码的各个环节上
考虑得更加细致,以便节省码字。



MPEG是活动图像专家组（Moving Picture Expert Group）
的缩写。它建立于1988年，属于ISO/IEC信息技术联合委员会第
29研究组的第11工作组(JJCI／SC29，WGll)。MPEG专家组开始
时完成三个工作项目，即压缩码率达1．5Mb／s的MPEG—l编码
标难；压缩码率达10 Mb／s的MPEG—2编码标准及压缩码率达
40 Mb／s的MPEG—3编码标准。但后来MPEG—2的工作内容扩大
并包含了MPEG—3的内容，l 992年7月撤消了MPEG—3项目组。

由于甚低码率(very lowbit-rate)的音视频编解码的需要，
1993年7月成立了MPEG—4

7.5.4 MPEG标准（MPEG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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