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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成像”专栏序言

2023 年 1 月 11 日，阿里巴巴达摩院发布了 2023 年十大科技趋势，其中第八项为计算光学成像。计

算光学成像突破传统光学成像极限，将带来更具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应用。同年，中国航天大会所发布

的 2023 年宇航领域科学问题和技术难题也将计算成像技术列为重点：计算光学高维遥感突破航天光学

遥感探测极限。计算光学高维遥感将计算光学引入遥感技术，构建光波与客观世界的高维映射关系，

打破以几何光学为基础的低维线性关系，建立高维物理量与遥感量的非线性映射模型，从高维物理量

中解译遥感信息，将传统遥感精度提升一个量级以上。

计算成像是下一代光电成像技术，其核心是光场维度提升，利用“计算+信息”的模式打破了禁锢

成像技术发展 200 余年的“物像共轭”的传统思想，这里的“计算”不仅仅是信号处理的计算，更应该理解

为“编解码”。因此计算成像是一门基于信息编解码的成像科学，其本质是光场的获取和解译，通过编

解码的物理过程进行信息升维处理。

计算成像技术将重新定义成像模式，亦将在生命科学、工业检测、遥感探测、智能监控等方面产生

巨大的应用潜力和社会效益。具体以小型化非侵入式医学实时检测为代表革新医学成像检测设备，使

医学检测技术简易化、家庭化，降低专业医疗机构的行业压力。以远距离高分辨率三维成像及姿态分

析技术为代表的智能监控技术能够有效提升设备的应用场景和使用模式。感、存、算一体化的“简单

眼+智慧脑”充分利用了计算红利，给工业视觉带来革命性变换，支撑智能制造的发展，提升制造业的

核心竞争力。同时，计算成像技术的发展大大提升了精密科学仪器的研究和应用水平，促进了我国基

础科学的发展，推动了生命医学科学、新一代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迈向新起点。

为应和推动计算成像领域高质量发展，《数据采集与处理》2024 年第 2 期特别策划“计算成像”专栏，

集中刊发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四川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南京航空航天

大学等单位知名学者团队的 7 篇论文。专栏论文聚焦计算成像中的关键问题，对其研究现状进行系统

总结，对发展趋势进行深入分析，并结合人工智能方法对其典型应用进行优化，很好地体现了计算成像

领域研究的深入性和成果应用的广泛性。期待专栏论文能为读者普及计算成像的相关知识、为研究人

员提供下一步探索的参考方向，并为后续核心技术的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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