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信息息源源编编码码的的研研究究  

通信的目的是通过通信路径输出信息源，并传递给收信者。作为信息源输出的案例，有音频编码

等连接时间的信号 X(t)和文本文件等离散时间的离散值数据 Xn。 

信息通信的第一阶段是采用信息源输出的二进制代码（0 和 1）进行编码，其目的是压缩电子文书、

图像、声音等各种数据外表的信息量。因此这个过程也被称为信息源编码或数据压缩。采用信息源编

码，通信就单纯地回归到经由通信路径的信息传输问题上。并且信息源编码的理念是包括信息传输问

题的各种问题的基础。 

无无失失真真信信息息源源编编码码的的研研究究  
信息源编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如同文本文件一样有可能进行无失真解密，另外一种是如同连续

信号一样在本质上不可能进行无失真解密。因此首先要尝试考虑有可能的情况。如果 Xn 遵从概率法

则，那么就能思索作为编码输出的二进制长度的期待值。如果能将所有编码的这个期待值最小化，可

以说正是这个期待值才是信息源具有的本质的信息量吧。 

那么能够从 Xn 本身估计出本质的信息量的值吗？虽说是假设，但如果可能的话，采用对应算术

编码法这种实数变换的技术，就能得到估计值附带的编码方法。另一方面，Xn 为文本文件时，可以认

为木信息源这种分层式的概率法则的族是标准的。 

树树信信息息源源、、上上下下文文逻逻辑辑性性木木加加权权法法（（CCWWTT））、、LLeemmppeell--ZZiivv 编编码码法法  

该研究室针对木信息源，就有效推定法之上下文逻辑性木加权法（CWT）进行相关的研究。 

那么树信息源的假设中出现不合理的计算量时，需要别的途径来达到本质信息。 

他们就针对上述情况有效的 Lempel-Ziv 编码法（辞书法）从设计及压缩性能分析这两方面来进

行研究。 

以下简单介绍一下被称为增量分析法的算法设计相关的研究。这种方法是从空白辞典及用来编码

的字符串出发的。方法极其简单，从输入的字符串的开头找出辞典中没有的最短的单词，将其剪切下

来，再将剪切的单词收入到辞典中，这样反复操作。由于新剪切的单词是在已经收录到辞典中的单词

上增加了一个字符，所以能够进行较短的显示（也就是数据压缩）。 

他们针对这种基本方法开发出了新的技法，能够在辞典具有的树结构中有效列举、表现新的分解

单词。这种方法不仅能够以简便的方式来进行记述，还具有良好的性质来消减原来的方法中的缺点。

并且他们开发的方法超越了增量分析法，具有广泛的应用，目前还正在不断完善。从这点意义来看也

可以说该技术是基本的技术。 

该方法的提案是从他们原来进行的分析研究中产生的。 

有有失失真真信信息息源源编编码码的的研研究究  

接着他们还尝试考虑允许有信息失真的情况。在信息源概

率法则的假设下，研究这种情况下编码的效果，也就是说权衡

信息压缩率与容许失真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但是这种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号的种类。  

比如现实信号中会出现连续信号、离散信号均没有的特异

信号。这种情况在理论上是空白的。  

但是该研究室发现了针对包括分形信号在内的特异信号的

压缩失真率的关系。  

在信息理论中，这种理论是针对连续信号、离散信号均没

有的特异信号的压缩理论，是开拓信息理论新世界的先锋。  

 

 

基基于于数数理理工工学学的的独独特特研研究究  

信息理论是构成信息通信理论基础的电气电子信息

系统的科学，最重视工学实现。因此致力于先进技术的

研究，基础非常重要。 

该研究室研究的不仅是已经将基础体系化的信息理

论，还研究数理统计学、几何学方法等数理工学。能够

将独创的算法设计及系统分析法的研究付诸实践。今后

他们会不断努力，使这些研究成果在信息理论的体系中

占有一席之地。 

进而他们不仅对研究生，还对高校学生及本科一年

级学生积极介绍他们的研究室。要取得很好的研究成果

本身就很不容易，在促进学生关心信息理论这种科学，

并使其产生兴趣的同时，也提倡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信信息息理理论论的的据据点点：：电电气气通通信信大大学学  

从事数字技术开发的技术人员要长时间、有意义地

活跃在第一线需要有远见，能够给予技术人员远见的基

本原理就是信息理论。信息理论直接或间接地与各种科

学、工学领域的基础紧密相连，通过各种研究经验，好

不容易掌握信息理论的研究人员也很少。电气通信大学

是该信息理论在日本的中心地，在该研究室能够以本大

学教授的信息理论为核心，学到先进的信息通信技术。 

 

 

挑挑战战改改善善二二次次量量子子化化方方式式  

以下介绍再介绍一例容许失真的情况下（矢量量子化法）的研究。连续信号高清晰度压缩的问题

是作为多次元渐近式量子化问题来进行研究的。这等同于空间的多点配置问题。 

该研究室再次发掘迄今被放弃的二次量子化方式，尝试去改善理论与方式。如果这个得以实现，

就会完全改变迄今为止使用的标准方式（采用均匀量化法进行可变长度编码的方式）吧。 

最后还在讨论信息源编码是否有效提高通信的隐密性。可以说隐密性的提高或者信息隐藏理论是

未来有希望的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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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二次量子化研究的一环而设计的球面量
子化设备 

在讨论会上，不受已有概念的束缚，自由交换各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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