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支支撑撑多多媒媒体体时时代代的的信信号号图图像像处处理理技技术术  

近年来，市场上充斥着大量使用了数字信号处理技术的产品，诸如 CD、DVD、数字家电这类产 

品。日本已于 2011 年 7 月整体实行了数字化电视广播，对向多媒体化发展的高级信息化社会来说，

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和图像处理技术将会成为日益必要的技术。 

数数字字滤滤波波器器的的设设计计  

   该研究室从多种角度研究这种作为现代重要技术的数字信号处理和图像处理。特别是数字滤波器 

的设计是他们的中心研究课题。数字滤波器是数字信号处理的方法之一，使用它的实际目的是为了消

除干扰等现象。它分为 FIR（有限脉冲响应）和 IIR（无限脉冲响应）这两种滤波器，它们各具特色，

FIR 滤波器通常比较稳定，而 IIR 滤波器如果具有 FIR 同样的阶数，就能得到更好的频率特性。  

由于采用输入/输出的传递函数来显示滤波器的特性，所以要设计好函数，只过滤出想要提取的频 

率范围，通过组成实现这一过程的回路，以此来完成滤波器的设计。 

滤滤波波器器组组、、小小波波变变换换  

最近采用声音〃图像处理能够同时解析时间和频率范围的小波变换作为以前的傅里叶变换的替代

技术而被广泛应用，并且伴随着它的应用，将多个滤波器组合起来使用的滤波器组也备受注目。采用

小波变换获取频率信息的同时，也能获取时间信息，能够发挥威力消除声音、图像的干扰。成功的案

例之一就是采用小波变换的静止图像压缩被国际标准 JPEG2000 所采用。 

该研究室还研究滤波器组的新型设计方法及小波变换的新应用。目前他们最感兴趣的就是在图像 

编码、视频编码、图像融合及视错觉图像解析等领域中的应用。 

 

 

 

在在滤滤波波器器方方面面，，拥拥有有丰丰富富的的设设计计经经验验和和知知识识，，还还能能应应对对客客户户提提出出的的任任意意的的定定制制要要求求  

    该研究室在采用了全通滤波器的图像压缩领域取得了优秀的成果，比如 2002 年获得过 LSI 设计

奖等。采用这种全通滤波器来组成小波滤波器组的方法是该研究室开发的独特方法。采用这个方法的

优点就是能够很容易实现小波变换的各种性质。 

像这样拥有大量与滤波器设计相关的技术经验和研究实绩的积累是该研究室的强项。特别是有关 

滤波器的最佳设计及其算法，这是张教授从学生时代就开始研究的课题，因此在这方面拥有 20多年的

理论和设计技术的积累。有效利用这一优势，根据使用的目的，能够广泛应对客户对滤波器提出的任

意的定制要求，这是该研究室引以为傲的地方。 

  

在在图图像像处处理理领领域域进进行行新新的的挑挑战战  

该研究室面对未来图像处理技术的发展能够提出新的技术方案。 

大家知道目前利用了小波变换的图像处理技术不仅被图像压缩国际标准 JPEG2000所采用，还被

应用到电子水印等领域，图像处理技术会成为未来数字领域的基础技术。 

图图像像压压缩缩的的有有损损编编码码、、无无损损编编码码  

图像压缩方法有可逆（有损）编码和非可逆（无损）编码。所谓有损编码，是指利用人类的视觉

特性，删除对视觉没有太大影响的信息而进行压缩的方法。这种方法一方面能够实现较高的压缩率，

另一方面由于删除了一部分信息，所以不能完全恢复原始图像。与此相对，所谓的无损压缩就是能够

完全恢复原始图像的压缩方法。 

以前广泛使用的 JPEG 只在压缩前选择是有损压缩还是无损压缩，一旦选定其中一个，就只能执

行选定的那种压缩方法。此外新的 JPEG2000 根据选择的是有损压缩还是无损压缩，需要准备不同的

滤波器组。 

因此该研究室开发了能够同时执行有损压缩和无损压缩的滤波器组。目前采用这个滤波器组，有

损压缩、无损压缩都能得以顺利执行，但是无损压缩后再进行有损压缩时，压缩性能仍然还不是很充

分。该研究室今后的目标就是要改良这个问题点，更进一步提高图像的画质。进而将小波滤波器应用

到视频图像中，致力于 3D 小波视频图像压缩技术、图像融合、视错觉解析技术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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