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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多视点视频编码计算量大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多视点视频编码快速宏块模式选择算法。详细分析了多

视点视频编码校验模型的宏块模式选择结果的分布特性以及率失真特性，提出了宏块模式相关性和模式聚集度的

概念。对测试序列的宏块模式相关性分析表明当前宏块的最优模式和大多数相邻宏块的最优模式相同。从相邻

宏块区域聚集度的角度分析了当前宏块模式预测准确度。在算法实现中采用相邻宏块的率失真代价均值形成的

阈值条件决定是否进行全搜索。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在保持编码率失真性能的基础上，能提高多视点视频编码的

速度２．４３～４．０８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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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自由视点电视（犳狉犲犲狏犻犲狑狆狅犻狀狋狋犲犾犲狏犻狊犻狅狀）能够

让用户从不同的角度欣赏场景，体验到身临其境的

感觉。自由视点电视的核心技术是多视点视频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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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解码和实时的图像绘制［１］。此外，多视点视频编

解码技术还可用在三维立体电视、三维远程医疗等

领域［２～４］。多视点视频信号采集自多个相机，是单

通道视频信号在空间上的扩展，其信息量随着相机

数量的增加而增加。为了能有效存储、传输多视点

视频信息，并且在应用中能实现视点间自由切换、用

户和系统之间的交互操作，必须对多视点视频信息

进行高效地压缩。

与单通道视频信号相比，多视点视频信号相关

性除了存在于同一视点的不同时间域外，还存在于

同一时刻的不同视点间［５］。在信号压缩时，除了采

用运动估计消除时间上的冗余外，还要采用视差估

计来消除视点间的空间冗余，对多视点视频信号实

现进一步的压缩。多视点视频编码往往比单通道视

频信号编码具有更加复杂的预测编码结构，其编码

算法复杂度也远远大于单通道视频编码算法。因

此，如何提高编码压缩效率和重建图像质量，降低编

码算法的复杂度成了多视点视频编码中的焦点。目

前，许多学者深入地研究了多视点视频的编码算

法［６～１２］。国际视频编码标准化组织 犑犞犜（犑狅犻狀狋

犞犻犱犲狅犜犲犪犿）收到了大量多视点视频编码提案，许

多优秀的编码方法已并入多视点视频编码校验模型

（犑狅犻狀狋犿狌犾狋犻狏犻犲狑狏犻犱犲狅犿狅犱犲犾，犑犕犞犕）
［１３］。犑犕犞犕

是理想的多视点视频编解码的研究平台。

本文分析了犑犕犞犕的中宏块模式的选择机制，

通过对宏块模式选择结果的讨论，得到了宏块模式

在空间上具有非常强的相关性、利用相邻宏块的宏

块模式对当前宏块的宏块模式的预测准确率高的初

步结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宏块模式相关性

的快速宏块模式选择算法。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

在保证多视点视频编码图像质量和压缩效率的基础

上，能明显提高多视点视频编码的速度。

２　犑犕犞犕 中宏块模式选择算法及宏

块模式分布情况

２．１　犑犕犞犕中宏块模式选择算法

在图１（ａ）所示的多视点视频编码系统中，多视

点视频信号具有非常强的相关性。这些相关性主要

集中在同一时刻的不同视点之间和同一视点的不同

时间域。为了消除多视点视频信号时间上的冗余和

视点间的空间冗余，达到对多视点视频高效压缩的

目的，学者们提出了多种预测编码结构［１４，１５］。其

中，分层Ｂ帧（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Ｂ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ＨＢＰ）编码

预测结构是一种典型的多视点视频编码结构，如图

１（ｂ）所示。图中，ＧＯＰ（ｇｒｏｕｐｏｆｐｉｃｔｕｒｅｓ）长度为

８，犛０～犛７ 表示８个视点，犜０～犜７ 为ＧＯＰ的８个时

刻。箭头表示帧间参考关系，如帧犛１犜４ 参考了帧

犛１犜０、帧犛１犜８、帧犛０犜４ 和帧犛２犜４，其中帧犛１犜０ 和

帧犛１犜８ 为时间参考帧，帧犛０犜４ 和帧犛２犜４ 为视点

参考帧。

图１ 多视点视频编码系统和多视点视频编码结构

Ｆｉｇ．１ Ｍｕｌｔｉｖｉｅｗｖｉｄｅｏｃｏｄ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ｉｔｓｅｎｃｏｄ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在ＪＭＶＭ中，宏块模式可分为ＳＫＩＰ、Ｉｎｔｅｒ１６×

１６、Ｉｎｔｅｒ１６×８、Ｉｎｔｅｒ８×１６、Ｉｎｔｅｒ８×８Ｆｒｅｘｔ、

Ｉｎｔｅｒ８×８、Ｉｎｔｒａ１６×１６、Ｉｎｔｒａ８×８和Ｉｎｔｒａ４×４等。

在编码过程中，采用了率失真优化技术来进行宏块

模式的选择，这样可以在获得好的画面质量和代码

率之间获取平衡。率失真代价计算如下：

７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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犑（狊，犮，ＭＯＤＥ狘λＭＯＤＥ）＝ＳＳＤ（狊，犮，ＭＯＤＥ狘犙犘）＋

λＭＯＤＥ犚（狊，犮，ＭＯＤＥ）， （１）

上式中 ＭＯＤＥ表示一种编码模式，犑（狊，犮，ＭＯＤＥ｜

λＭＯＤＥ）表示 ＭＯＤＥ模式下的率失真代价，狊为原始

视频信号，犮为采用 ＭＯＤＥ模式编码后的重构视频

信号，λＭＯＤＥ为拉格朗日乘子，犚（狊，犮，ＭＯＤＥ）表示

ＭＯＤＥ模式下用来编码宏块头信息、运动（视差）信

息和ＤＣＴ系数的所有编码比特数，ＳＳＤ（狊，犮，ＭＯＤＥ｜

犙犘）为原始信号和重构信号之间的平方差值之和

（ＳｕｍｏｆＳｑｕａ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ＳＤ），采用下式计算：

ＳＳＤ（狊，犮，ＭＯＤＥ狘犙犘）＝∑

犅
１

犻＝１
∑

犅
２

犼＝１

狊［犻，犼］－犮［犻－犿狓，犼－犿狔］
２， （２）

其中犅１、犅２ 表示块的水平和垂直像素数，可以取值

１６，８或４，犿＝（犿狓，犿狔）
Ｔ 表示运动（视差）矢量。

在ＪＭＶＭ编码过程中，采用了对所有宏块模式

进行搜索以得到最优模式。这种方法可以获得较高

的率失真性能，但这种全搜索的方法计算复杂度非

常高，编码速度非常慢。

２．２　宏块模式分布情况以及率失真值的变化情况

采用ＪＭＶＭ的宏块模式全搜索方法，对美国三

菱电子研究院（ＭＥＲＬ）
［１６］的Ｂａｌｌｒｏｏｍ多视点测试

序列（如图５（ａ）所示）中８个视点采用图１（ｂ）所示

ＨＢＰ编码结构进行编码。其中，犛０犜４ 帧各个宏块

的宏块模式分布和率失真代价情况如图２所示。图

２（ａ）为宏块模式分布情况，图２（ｂ）为各个宏块的率

失真代价。图２（ｂ）中狓为宏块在水平方向的位置，

狔为宏块在竖直方向的位置，并且假定一帧图像最

左上角宏块的位置为（０，０）。整帧图像宏块模式选

择情况以及率失真值具有如下特征。

图２ Ｂａｌｌｒｏｏｍ序列犛０犜４ 帧宏块模式分布和率失真代价值分布

Ｆｉｇ．２ Ｍａｃｒｏｂｌｏｃｋｍｏｄｅ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ａｔｅ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ｃｏｓｔｏｆｅｖｅｒｙｍａｃｒｏｂｌｏｃｋｉｎｆｒａｍｅ犛０犜４ｏｆＢａｌｌｒｏｏｍＴｅｓｔ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１）各种宏块模式的宏块数相差悬殊：最优模

式为ＳＫＩＰ模式所占比例最大，占整帧宏块数的

７１．８３％；最优模式为Ｉｎｔｅｒ１６×１６占较大比例，占

１３．２５％；最优模式为Ｉｎｔｅｒ１６×８和Ｉｎｔｅｒ８×１６所

占比例大小相当，分别为４．０９％和４．３３％；最优模

式为Ｉｎｔｅｒ８×８、Ｉｎｔｅｒ８×８Ｆｒｅｘｔ以及帧内预测模式

所占比例较小，合计比例为６．５％。

（２）各种宏块模式位置分布呈现出区域性：各

种宏块模式不是均匀地分布在整帧图像之中，而是

呈明显的区域分布特征。ＳＫＩＰ模式分布在背景区

域；Ｉｎｔｒａ模式主要分布运动特别剧烈的区域；其他

各种宏块模式主要分布在运动区域。

（３）宏块模式率失真代价值在局部范围内的稳定

性以及在背景和运动区域交界处的急剧变化性：和宏

块模式分布位置的区域性相对应，背景区域的宏块的

率失真值较小，运动区域的宏块的率失真较大，在背景

和运动交界处的宏块率失真值发生大幅度的变化。

上述３种特征中，后边两种是相关联的。在编

码中，最优宏块模式为ＳＫＩＰ模式的宏块的率失真

均值小于Ｉｎｔｅｒ１６×１６模式的均值，Ｉｎｔｅｒ１６×１６模

式的率失真均值小于Ｉｎｔｅｒ８×８和Ｉｎｔｅｒ８×８Ｆｒｅｘｔ

的均值。由于宏块模式分布的区域性，导致了在区

域内某种宏块模式占绝大比例。该区域中的宏块的

率失真代价值也相应地小范围内波动。在运动区域

和背景区域的交界处，宏块模式发生变化，率失真值

也相应地发生变化。

３　ＪＭＶＭ 宏块模式选择结果相关性

分析

３．１　宏块模式相关性

宏块模式分布呈现的区域性体现了宏块模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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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内的相关性。编码过程中，利用相邻宏块的模

式来预测当前编码宏块的宏块模式，可以加速宏块

模式选择过程，极大地提高编码速度。

为了研究图像中宏块的相关性，把整帧图像划

分为３个区域［图３（ａ）所示］。区域Ａ中的宏块的

位置（狓，狔）（狓和狔 分别表示宏块在水平和垂直方

向的坐标）满足条件０＜狓＜犎－１和０＜狔≤犞－１；

区域Ｂ中宏块位置满足条件狓＝犎－１和０＜狔≤

犞－１；区域Ｃ中宏块位置满足条件狓＝０或者狔＝

０。其中，犎 和犞 分别为图像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

向的宏块数。图３（ｂ）和３（ｃ）分别表示在区域Ａ和区

域Ｂ中当前宏块（狓，狔）的相邻宏块。在区域Ａ中每

个宏块都有左边、左上边、上边和右上边４个相邻宏

块，区域Ｂ中每个宏块都有左边、左上边和上边３个

相邻宏块。由于区域Ｃ中宏块的相邻宏块少于３个，

所以不讨论它们和相邻宏块的宏块模式的相关性。

当前编码宏块与相邻宏块的相关性定义为编码

宏块模式与当前宏块的编码模式相同的相邻宏块数

目与相邻宏块数目的比例，具体计算方法为

犳（狓，狔）＝

犵（狓，狔）

４
（０＜狓＜犎－１，０＜狔≤犞－１）

犵（狓，狔）

３
（狓＝犎－１，０＜狔≤犞－１

烅

烄

烆
）

，

（３）

式中犳（狓，狔）为当前宏块（狓，狔）的相关性，犵（狓，狔）

为与当前宏块的编码模式相同的相邻宏块数目，４

和３分别表示图３（ｂ）和图３（ｃ）中当前宏块的相邻

宏块数目。

图３ 图像的分区以及相邻宏块的位置

Ｆｉｇ．３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ｉｎｇｍａｃｒｏｂｌｏｃｋｓ

　　Ｂａｌｌｒｏｏｍ序列犛０犜４ 帧图像中Ａ和Ｂ区域中的

宏块的宏块模式相关性分析结果如图４所示。从

图４可以看出，视频图像中背景部分的宏块模式相

关性大，而运动部分的相关性小。据计算，Ｂａｌｌｒｏｏｍ

序列犛０犜４帧图像的Ａ区域和Ｂ区域宏块的平均相

图４ Ｂａｌｌｒｏｏｍ序列犛０犜４ 帧各个宏块的相关性分析

Ｆｉｇ．４ Ｍａｃｒｏｂｌｏｃｋｍｏｄ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ｅｖｅｒｙ

ｍａｃｒｏｂｌｏｃｋｉｎｆｒａｍｅ犛０犜４ｏｆＢａｌｌｒｏｏｍｔｅｓｔ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关性为０．７３。这意味着，在Ａ区中，和当前宏块的

宏块模式相同的相邻宏块个数为０．７３×４；在Ｂ区

中，和当前宏块的宏块模式相同的相邻宏块个数为

０．７３×３。

３．２　预测准确性分析

当前宏块编码时，依次不重复搜索相邻宏块的

宏块模式，如果能得到和ＪＭＶＭ中全搜索一样的结

果，则称相邻宏块的宏块模式准确地预测了当前宏

块的宏块模式。如果以错误的预测结果作为当前宏

块的编码模式，则会对后续的以当前宏块作为相邻

宏块的宏块的编码的预测过程产生影响，即错误的

预测具有链式效应，对编码性能产生很大的影响。

因此，预测的准确性是非常重要的。

预测的准确性与相邻宏块的宏块模式分布

的情况有关。为了研究预测准确性，引入宏块模

式聚集度犺（狓，狔），表示当前编码宏块（狓，狔）的相

邻宏块构成区域宏块模式的集中程度。具体计

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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犺（狓，狔）＝

∑
５

犻＝０

（犽犻＋β－１）槡
２

３
（０＜狓＜犎－１，０＜狔≤犞－１）

∑
５

犻＝０

（犽犻＋β－１）槡
２

２
（犽犻＞０，狓＝犎－１，０＜狔≤犞－１

烅

烄

烆
）

． （４）

式中

∑
５

犻＝０

犽犻＝
４　（０＜狓＜犎－１，０＜狔≤犞－１）

３　（狓＝犎－１，０＜狔≤犞－１｛ ）
，

（５）

β＝
０ （犽犻＞０）

１ （犽犻＝０
烅
烄

烆 ）
． （６）

　　犽犻为区域中的宏块模式为第犻种模式的宏块个

数，且满足约束条件公式（５）。第０种模式为ＳＫＩＰ

模式，第１种为Ｉｎｔｅｒ１６×１６模式，第２种为Ｉｎｔｅｒ１６

×８模式，第３种为Ｉｎｔｅｒ８×１６模式，第４种为

Ｉｎｔｅｒ８×８模式和Ｉｎｔｅｒ８×８Ｆｒｅｘｔ模式，第５种

Ｉｎｔｒａ模式。β为一校正系数，由式（６）决定。

由（４）和（５）式可知，对于任意编码宏块，其相邻

宏块构成区域的聚集度值满足下面条件：

犺（狓，狔）∈
｛１，０．６７，０．４７，０．３３，０｝ （０＜狓＜犎－１，０＜狔≤犞－１）

｛１，０．５，０｝ （狓＝犎－１，０＜狔≤犞－１｛ ）
． （７）

　　当所有相邻宏块的模式都一样时，犺（狓，狔）＝１；

所有相邻宏块的模式都不一样时，则犺（狓，狔）＝０。

在Ｂａｌｌｒｏｏｍ测试序列犛０犜４ 帧的宏块模式选择

结果的基础上，对Ａ区中编码宏块的相邻宏块区域

的模式聚集度以及预测准确性分析结果如表１所

示。其中，狊为聚集度值；犘（狊）指宏块模式聚集度为

狊的概率；犮表示能准确预测，犘（犮｜狊）为当相邻宏块

的聚集度为狊时，能准确预测当前宏块的模式的概

率。如果狊＝１，犘（犮｜狊）＝０．９６；狊≠１，犘（犮｜狊）为

０．７１～０．７７。该 帧 能 够 准 确 预 测 的 概 率 为

∑
狊＝｛１，０．６７，０．４７，０．３３，０｝

犘（狊）×犘（犮狘狊）＝０．８５。

表１ Ｂａｌｌｒｏｏｍ序列Ｓ０Ｔ４帧中Ａ区域中聚集度以及预测准确度

Ｔａｂｌｅ１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ｖｅ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ｉｎｆｒａｍｅ犛０犜４ｏｆ

Ｂａｌｌｒｏｏｍ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ｄｅｇｒｅｅｉ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狊 １ ０．６７ ０．４７ ０．３３ ０

犘（狊） ０．５５ ０．１７ ０．０６ ０．１８ ０．０４

犘（犮｜狊） ０．９６ ０．７１ ０．７３ ０．７１ ０．７７

４　基于宏块模式相关性的快速宏块模

式选择算法

由于相邻宏块和当前宏块的模式具有较强的相

关性，利用相邻已编码宏块的模式作为当前宏块模

式进行预测，可以大大地减少不必要的模式搜索过

程。但是宏块模式的误判会大大地影响编码率失真

性能。本文用相邻宏块的率失真代价均值形成阈值

来尽量避免宏块模式的误判。在实现中，阈值设定

为：φ×犚犇ａｖ，其中，犚犇ａｖ为相邻宏块的率失真代价

均值，φ为一个经验系数值。在编码过程中，首先不

重复搜索相邻宏块的宏块模式，如果当前宏块率失

真代价小于该阈值，则提前终止搜索；如果不满足阈

值条件，则采用全搜索的方法。具体算法描述如下：

（１）如果当前宏块属于图像区域Ｃ，则搜索所

有宏块模式；

（２）如果当前宏块属于图像区域 Ａ，则不重复

搜索左边、上边、左上边和右上边宏块的宏块模式，

如果率失真代价小于阈值，则搜索结束；否则，搜索

其它未搜索的宏块模式；

（３）如果当前宏块属于图像区域Ｂ，则不重复

搜索左边、上边和左上边宏块的宏块模式，如果率失

真代价小于阈值，搜索结束；否则，搜索其它未搜索

的宏块模式。

５　实验结果及分析

在ＰｅｎｔｉｕｍＤｕａｌＣｏｒｅ２．８ＧＨｚ，１ＧＢ内存的计

算机上，测试了ＪＭＶＭ编码算法和所提出的快速算

法。在测试中主要采用了多视点视频编码公共的测

试环境［１７］。具体测试条件如表２所列。算法中，φ
取经验值１．５。图５（ａ）～５（ｃ）分别为测试序列

ＭＥＲＬ的Ｂａｌｌｒｏｏｍ以及Ｅｘｉｔ和 ＫＤＤＩ
［１８］的Ｒａｃｅ１

各个视点的第０时刻帧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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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测试环境

Ｔａｂｌｅ２ Ｔｅｓ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Ｅｎｃｏｄｅｒ Ｓｅａｒｃｈｒａｎｇｅ ＢａｓｉｓＱＰ ＤｅｌｔａＬａｙｅｒＸＱｕａｎｔ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ＧＯＰｌｅｎｇｔｈ Ｅｎｃｏｄｅｄｆｒａｍｅｓ

ＪＭＶＭ２．１ ±９６ ２２，２７，３２，３７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０ ３ ４ ５ ６ ７
ＨＢＰ ８ ４１

Ｔｅｓｔ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Ｃａｍｅｒａ
ｓｐａｃｅ／ｃｍ

Ｆｒａｍｅｒａｔｅ
／（ｆｒａｍｅ／ｓ）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ｏｆ
ｃａｍｅｒａａｒｒａｙ

ＭＥＲＬ Ｂａｌｌｒｏｏｍ ６４０×４８０Ｇｒｅａｔ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ｙａｎｄｖｉｏｌｅｔｎｍｏｔｉｏｎ １９．５ ２５ １Ｄ／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ＭＥＲＬ Ｅｘｉｔ ６４０×４８０ Ｇｒｅａｔ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ｙ １９．５ ２５ １Ｄ／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ＫＤＤＩ Ｒａｃｅ１ ３２０×２４０ Ｖｉｏｌｅｎｔｍｏｔｉｏｎ ２０ ３０ １Ｄ／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图５ 多视点视频测试序列

Ｆｉｇ．５ Ｍｕｌｔｉｖｉｅｗｖｉｄｅｏｔｅｓｔ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表３列出了各序列在不同ＢａｓｉｓＱＰ的情况下，

分别采用ＪＭＶＭ宏块模式选择算法和基于模式相

关性的快速算法的编码时间以及速度提升情况。表

中，ｓ表示时间秒，Ｓｐｅｅｄｕｐ等于ＪＭＶＭ编码时间与

表３ 快速算法和ＪＭＶＭ编码时间比较

Ｔａｂｌｅ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ｅｎｃｏｄｉｎｇｔｉｍ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ｎｄＪＭＶＭ

ＱＰ
Ｂａｌｌｒｏｏｍ

ＪＭＶＭ／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ｓ Ｓｐｅｅｄｕｐ

Ｅｘｉｔ

ＪＭＶＭ／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ｓ Ｓｐｅｅｄｕｐ

Ｒａｃｅ１

ＪＭＶＭ／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ｓ Ｓｐｅｅｄｕｐ

２２ １２０３２．６４ ４９５６．９９ ２．４３ １１１９５．５９ ３５９７．４０ ３．１１ １９０３．２４ ４６６．７８ ４．０８

２７ １１３０２．１３ ４４５５．９７ ２．５４ １０２６３．３１ ３２０４．７７ ３．２０ １７７１．７８ ４５１．１７ ３．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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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三种测试序列快速算法和ＪＭＶＭ率失真性能比较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ａｔｅａｎｄ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ｒｅｅｔｅｓｔ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ｆａｓ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ｎｄＪＭＶ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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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算法编码时间的比 值。Ｂａｌｌｒｏｏｍ、Ｅｘｉｔ和

Ｒａｃｅ１速度分别提高２．４３～２．７７、３．１１～３．２０和

３．５３～４．０８倍。图６（ａ～ｃ）分别为Ｂａｌｌｒｏｏｍ、Ｅｘｉｔ

和Ｒａｃｅ１序列采用ＪＭＶＭ 宏块模式选择算法和基

于模式相关性的快速选择算法的率失真性能对比

图。快速算法的率失真曲线和ＪＭＶＭ 的率失真性

能曲线相比，仅有很小的下降。说明快速算法能基

本保证编码的压缩效率和率失真性能。

该快速算法对三个测试序列速度提高倍数从小

到大的顺序为：Ｂａｌｌｒｏｏｍ、Ｅｘｉｔ和Ｒａｃｅ１。引起这种

现象的原因在于各种测试序列在ＪＭＶＭ 中各种模

式，特别是分布最广的ＳＫＩＰ模式的比例大小的不

一致。在相同编码条件下，ＳＫＩＰ模式所占比例从

小到大依次为：Ｂａｌｌｒｏｏｍ、Ｅｘｉｔ和 Ｒａｃｅ１。因此

Ｂａｌｌｒｏｏｍ序列的平均相关性值最小，模式聚集度为

１的宏块比例最小，能准确预测的概率也最小；

Ｒａｃｅ１序列的平均相关性值最大，模式聚集度为１

的宏块比例最大，能准确预测的概率也最大。因此，

采用提出的快速算法，Ｂａｌｌｒｏｏｍ 提高倍数最小，

Ｒａｃｅ１提高倍数最大。

６　总结与展望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相关性的宏块模式快速选

择算法。首先详细分析了ＪＭＶＭ 的宏块模式选择

结果的分布情况以及各个宏块的率失真代价特征，

引入了宏块模式相关性的概念，并对图像中宏块模

式相关性作了分析。最后，根据相关性以及预测准

确性讨论结果，提出了选择算法。实验结果表明所

提出算法的有效性。

在后续的工作中，将结合多视点视频编码中快

速运动／视差估计与模式选择算法，以进一步降低多

视点视频复杂度、提高编码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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