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媒体图像通信》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编号：3100113018 

课程英文名称：Multimedia Image Communication 

学    分：2 

总学时数：32 理论学时：32 实验学时：0 课外学时：0 

开课部门：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 开课学期：第六学期 

适用专业：通信工程 

先修课程：线性代数、信号与系统、数字信号处理 

课程类别： 专业方向类 课程属性： 选修 

考核方式： 考查 成绩记载方式： 百分制 

参考教材：  
Rafael.C.Gonzalez 等，《数字图像处理》，电子工业出版社，2010 年，第

三版 

主要教学参

考书： 

何小海等，《图像通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年 

蓝章礼等，《数字图像处理与图像通信》，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年 

二、教学总目标 

本课程为通信工程专业的专业方向课。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了解和掌握数字图像处

理和多媒体通信的相关内容。数字图像处理部分重点介绍数字图像基础、空间域图像处理技

术、频率域图像处理技术、图像退化与复原、彩色图像处理等；多媒体通信部分主要涉及数

字图像的压缩、图像编码技术及标准等。通过本门课程学习为学生后继续深造和就业过程中

学习数字图像处理奠定理论知识基础，提升学生认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思辨能力，培

养学生勤学笃行意识和创新实践精神，厚植学生四个自信和家国情怀。 

1. 知识目标：  

(1) 掌握空间域图像处理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2) 掌握频率域图像处理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3) 掌握图像退化与复原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4) 掌握彩色图像处理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5) 掌握图像多分辨分析基本理论与方法； 

(6) 掌握数字图像压缩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2. 技能目标：  

(1) 掌握空间域图像处理技术； 



(2) 掌握频率域图像处理技术； 

(3) 掌握图像退化与复原技术； 

(4) 掌握彩色图像处理技术； 

(5) 掌握图像多分辨分析技术； 

(6) 掌握数字图像压缩技术。 

3. 德育目标：  

(1) 展示本专业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就和当前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2) 具有良好的团队协作意识和能力、较强的表达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 

(3) 认知当前全球，特别是我国图像处理及图像通信理论的发展对提升中国工程关键技

术及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意义； 

(4) 认知提升工程科技人才的创新创业能力、责任意识对提高中国在全球发展核心竞争

力的作用； 

(5) 认知大国工匠精神的内涵及时代意义，增强专业认同感、民族责任感； 

(6) 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遵纪守法。 

 

表 1 课程教学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1、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

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复杂工程问

题。 

指标点 1-1：掌握数学与自然科学知识，

具备较强的数学分析、数值计算能力和

分析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1-1、1-2、1-3、

1-4、1-5、1-6、

2-1、2-2、2-3、

2-4、2-5、2-6 

指标点 1-3：掌握光波、无线、多媒体等

通信技术，具备通信系统和通信网络的

设计、开发、调试与应用能力； 

指标点 1-4：掌握计算机软硬件系统知

识，具备信息系统开发、设计与维护的

能力；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

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表达并通过

文献检索、资料分析、自主学习分析复杂

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指标点 2-1：能够针对实际问题选择恰当

的相关知识进行推理分析； 

1-1、1-2、1-3、

1-4、1-5、1-6、

2-1、2-2、2-3、

2-4、2-5、2-6 

指标点 2-2：能够运用数学、通信、计算

机、电子技术等相关技术分析和处理复

杂的通信系统问题；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复

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定需

求的系统、单元（部件）或工艺流程，并

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考虑社

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

因素。 

指标点 3-2：能够综合运用理论和技术手

段解决实际问题； 

2-1、2-2、2-3、

2-4、2-5、2-6 

4、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

法对复杂工程问题进行研究，包括设计实

验、分析与解释数据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

合理有效的结论。 

指标点 4-1：具有较强工程实践能力，能

在通信工程、电子与计算机应用技术等

领域，从事工程设计、设备研发、技术

创新和科学研究的能力； 

2-1、2-2、2-3、

2-4、2-5、2-6 

三、主要教学内容 



（一）理论教学 

知识单元一：绪论  （支撑教学目标 1-1、1-2、3-1、3-3） 

【1】知识点： 

(1) 数字图像、数字图像处理的基本概念； 

(2) 数字图像处理的典型应用余主要研究内容； 

(3) 数字图像处理的基本步骤； 

(4) 图像处理系统的构成。 

【2】学习目标： 

了解： 数字图像和数字图像处理的基本概念及其在实际生产生活中的典型应用 

理解： 数字图像处理技术的内容体系 

【3】重点内容： 

数字图像及数字图像处理的概念、数字图像处理的典型应用、数字图像处理系统的构成。 

【4】难点内容： 

数字图像处理的基本步骤和图像处理系统的构成。 

【5】思政案例： 

中科院自动化所的超分辨分析方法在刑侦技术中的应用；汉王科技的文字识别技术应用 

【6】德育目标： 

(1) 展示本专业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就和当前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2) 理解数字图像处理和多媒体通信理论和技术对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知识单元二：数字图像基础（支撑教学目标 1-1、1-2、3-1、3-3） 

【1】知识点： 

(1) 人眼视觉感知要素及图像的形成原理； 

(2) 图像的感知与获取 

(3) 图像数字化步骤及数字图像分辨率； 

(4) 像素间的基本关系。 

【2】学习目标： 

了解： 人眼的构造及图像的形成模型 

理解： 图像数字化的步骤、数字图像的分辨率以及图像的放大/收缩操作 

掌握： 相邻、邻接、连通、区域、边界等像素基本关系和距离的度量 

【3】重点内容： 

图像的数字化（取样与量化）、像素间的基本关系 

【4】难点内容： 

人眼视觉感知要素及形成图像的原理 



知识单元三：空间域图像处理技术  （支撑教学目标 1-1、2-1） 

【1】知识点： 

(1) 空间域概念及空间域图像处理的本质； 

(2) 基本的灰度变换； 

(3) 直方图变换； 

(4) 空间滤波。 

【2】学习目标： 

了解： 基本图像灰度变换的三种常用方法 

理解： 直方图匹配和均衡化原理 

掌握： 直方图匹配和均衡化方法；平滑空间域滤波和锐化空间域滤波方法 

【3】重点内容： 

直方图变换；空间滤波 

【4】难点内容： 

直方图匹配和均衡化原理；空间域图像处理的本质。 

知识单元四：频率域图像处理技术  （支撑教学目标 1-2、2-2） 

【1】知识点： 

(1) 频域图像处理的基础傅立叶变换； 

(2) 频率域概念及频域图像处理的本质； 

(3) 频域滤波的基本思想与基本步骤； 

(4) 典型频域滤波技术与应用。 

【2】学习目标： 

了解： 二维离散 DFT 

理解： 频域滤波的基本思想、空间滤波器和频率域滤波器的对应关系 

掌握： 频域滤波的基本步骤以及典型的频域滤波技术：低通滤波和高通滤波 

【3】重点内容： 

二维图像的傅立叶变换；频域滤波的基本思想与基本步骤；典型频域滤波技术与应用。 

【4】难点内容： 

频率域滤波原理 

知识单元五：图像复原  （支撑教学目标 1-3、2-3） 

【1】知识点： 

(1) 图像退化及复原的概念； 

(2) 图像的退化/复原模型； 

(3) 受噪声污染的图像的复原。 

【2】学习目标： 



了解： 图像退化过程的模型 

理解： 常见的影响图像质量的噪声模型 

掌握： 在噪声污染下数字图像复原的常用方法 

【3】重点内容： 

图像的退化/复原模型；受噪声污染的图像的复原 

【4】难点内容： 

噪声存在下的空间滤波复原机制 

知识单元六：彩色图像处理  （支撑教学目标 1-4、2-4） 

【1】知识点： 

(1) 彩色模型； 

(2) 伪彩色数字图像处理； 

(3) 全彩色数字图像处理。 

【2】学习目标： 

了解： 形成彩色的基础知识和常见的彩色模型 

理解： 伪彩色和全彩色图像处理 

掌握： 彩色图像的平滑、锐化和分割等操作 

【3】重点内容： 

三种常见的彩色模型；伪彩色图像处理；全彩色图像处理。 

【4】难点内容： 

彩色变换；彩色图像的平滑、锐化和分割 

知识单元七：图像的多分辨率处理和小波变换  （支撑教学目标 1-5、2-5） 

【1】知识点： 

(1) 图像的多分辨率处理思想及其优势； 

(2) 高斯金字塔、拉普拉斯金字塔分解及其重构技术； 

(3) 小波变换基本概念、方法及其在图像处理中的应用。 

【2】学习目标： 

了解： 高斯金字塔、拉普拉斯金字塔分解及其重构技术；小波变换基本方法及其在图

像处理中的应用 

理解： 图像的多分辨率处理思想 

【3】重点内容： 

图像的多分辨率处理思想；典型多分辨率分解及重构技术 

【4】难点内容： 

小波变换基本概念、方法及其在图像处理中的应用 



知识单元八：图像编码技术及图像压缩  （支撑教学目标 1-6、2-6） 

【1】知识点： 

(1) 常见的图像编码技术以及图像编码标准； 

(2) 图像压缩模型以及常见的有损和无损压缩方法。 

【2】学习目标： 

了解： 数字图像中存在的各种冗余 

理解： 压缩在信息论中的理论背景 

掌握： 常见的压缩编码方法，如霍夫曼编码法 

【3】重点内容： 

JEPG、MPEG 等标准的基本概念及其原理；数字图像压缩模型及压缩算法 

【4】难点内容： 

图像编码技术的基本原理 

 

四、教学安排 

表 2 学时分配 

讲        课       内        容 
学   时 

讲课 实验 课外 

知识单元一：绪论 2  
 

知识单元二：数字图像基础 4  
 

知识单元三：空间域图像处理技术 6  
 

知识单元四：频率域图像处理技术 6  
 

知识单元五：图像复原 4  
 

知识单元六：彩色图像处理 2  
 

知识单元七：图像的多分辨率处理和小波变换 4   

知识单元八：图像编码技术及图像压缩 4   

小计 32  
 

合  计 32 

五、教学方法 

1、讲授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理论联系实际，强调数字图像处理和多媒体通信技术的

应用，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2、采用多媒体课件和传统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方式，赋予课堂生机。 

3、理论教学、讨论形式相结合，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 

六、成绩评定 

本门课程依据全程监控的理念进行考核。课程考核包括 3 个部分，分别为出勤、平时

作业和结课作业。具体要求及评分方法如下： 

1、出勤：本门课程的所有环节均要求学生参与并签到，不得缺勤。出勤成绩占总成绩

的 20%。无故缺勤 4 次及以上者，取消本门课程的考试资格。 

2、平时作业：本门课程的课内作业要求学生必须独立完成并在规定时间提交。作业成

绩占总成绩的 20%。未按时提交作业或作业有抄袭（雷同）现象的，该次作业成绩按零分

计。 

3、结课作业：结课作业占总成绩的 60%。 

七、其他 

课程的评价与持续改进机制： 

1、教学大纲 

考核周期： 4 年，修订周期：4 年。 

改进措施：课程负责人组织课程团队所有教师讨论后提出改进意见，经教研室主任审核

后由教学院长批准。 

2、成绩评定考核 

考核周期：1 学年，评价依据：学生最终成绩综合分析。 

改进措施：根据学生最终成绩的分布，进行相应的内容调整和优化，并改进教学方法。 

 

 

 

 撰写：     才溪 

审核： 辛凤鸣 

批准： 王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