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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物医学信号的压缩在临床中具有广泛的应用，但在实际应用中，医生们普遍认为有损压缩技术会

使诊断信息丢失，只有无损压缩才能不失真地保留所有信息，因而临床诊断必须使用无损压缩。然而，事实并非如

此，首先，在信号的采集和数字化的过程中就会引入量化误差和其他各种误差，即使用无损压缩，实际也是有损的；

其次，无损压缩的压缩比很低，其压缩性能远不能与有损压缩相比，所以，在医学领域真正具有广泛应用需求的还

是有损压缩技术，关键是如何控制好误差以确保信号的可信度。而一般的有损压缩技术，由于其对信号失真度缺

乏严格的控制，因而不适合应用于医学领域，所以有必要研究特殊的有损压缩技术，这就是近无损压缩技术。为

此，我们提出了一个能有效表征信号可信度的指标，在此基础上，结合生物医学信号非线性、非平稳性的特点，设计

了一个基于上下文的生物医学信号近无损压缩算法，实验结果表明近无损压缩在保证信号可信度的前提下获得了

比无损压缩更好的压缩结果。最后，我们还就近无损压缩技术的研究方向作了有益的探讨。

关键词： 近无损压缩；上下文建模；+,-.；/01023编码；最小二乘格形自适应算法（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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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医学信号压缩的现状与近无损压缩

生物医学信号压缩技术是数据压缩技术在生物医学信号方面的特殊应用，它作为压缩技术的一个领域，

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已开始进行研究和应用，至今已有7!多年，从其实际应用的对象来看，包括9-/、

99/、呼吸、血压等各类生物医学信号，其技术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9-/和99/两大类信号。

压缩技术通常分为两类：无损压缩与有损压缩。无损压缩可以完全不失真地恢复原有信号，所以也称为

可逆压缩，但它的最大缺点是压缩比无法有较大的提高；而有损压缩可以获得比无损压缩高得多的压缩比，

但缺点是解压缩信号与原信号相比具有一定的失真。由于生物医学信号应用的特殊性，其压缩存在不同于

其他类型数据的特点，因为它主要用于医学诊断和科学研究，故保留信号中有用信息、确保信号的高可信度

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医学诊断中。所以，临床医生十分强调信号的可信度，都期望使用无损压缩技术，而对于

有损压缩技术的使用存在一定的困惑，认为有损压缩技术使信号丢失了部分信息，用于临床会造成误诊。

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有其片面性。虽然在生物医学领域对于信号的可信度有较高的要求，但由于在生物

医学信号的采集过程中，从传感器到放大器都会不可避免地引入各种噪声（如#!:;噪声、热噪声以及其他

各类不需要测量的生物信号），为了消除噪声，各类测量仪器会采用各种滤波技术，在滤除噪声的同时也会滤

掉信号的部分信息，最后在8／+模数转换时又会引入量化误差，因此即使对数字化信号作无损压缩，也不能

说信号是完全可信的。如果把系统前端引入的各类误差综合等价为一个大的噪声，那么只要在数字化信号

的压缩中控制有损误差小于或接近于系统前端的噪声，不但没有使信号可信度明显下降，反而大大提高了信

号的压缩比。所以，有损压缩技术用于生物医学信号是完全可行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好信号可信度与压缩

比之间的关系。

根据文献［&，"］，现有的各类生物医学信号压缩技术大体分为三类：!直接数据压缩方法；"变换方法；

#参数提取技术。

无论是哪一类方法，主要都是集中于有损压缩技术的研究，但主要侧重研究如何提高压缩比，而不太重

视压缩信号的可信度，例如，误差标准常常采用均方误差类标准，如,6+（,<=><?@600@%2<A?%BCDA=<+EFF<=%
<?><，根均方偏差百分比）、.59（.<A?5CDA=<9==0=，均方误差）、6.59（600@.<A?5CDA=<9==0=，根均方误

差）、5G6（5EH?A1%@0%?0EB<6A@E0，信噪比），这类误差准则的最大缺点是：!整体的误差均方根无法控制单个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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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点的误差范围，导致某些样本点的误差很大，但却无法反映在误差指标中；!指标本身是以平稳随机信号

模型来设计的，甚至连信号基线的漂移都会改变误差指标，使指标结果变得毫无意义。例如，在!"#或

!!#的检测中，重要的病理信息往往伴随在突发的非平稳过程中，如各类心率失常、癫痫等等，使用均方误

差就会导致重要信息的丢失。

总的看来，当前压缩技术发展的现状并不太适应生物医学领域内在的基本要求，其症结就在于不够重视

压缩信号的可信度，在临床中，高压缩比并不能弥补低可信度带来的问题。例如，在临床中常用的动态

!"#，如果因为有损压缩技术导致!"#数据中$%段或&波、%波等的失真，就很有可能导致错误的诊断结

论，这个代价是不可能用有损压缩技术的高压缩比性能来弥补的。所以，当前生物医学信号压缩技术的研究

应该在确保生物医学信号具有高可信度的前提下再考虑压缩比的问题。

从以上思路出发，我们既要保证信号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又要尽可能地提高压缩比，所以很有必要发展

一类称为近无损的压缩技术。此类技术属于有损压缩技术，但不同于一般有损压缩技术，它要求在压缩过程

中对信号的失真度进行严格的控制，因而在较小误差下，可以确保生物医学信号近似无损。

! 基于上下文的近无损压缩算法

通过借鉴近年来无损／近无损图像压缩技术的新发展［’，(］，我们设计了一个基于上下文的近无损压缩算

法。它采用的基本技术是差分脉冲编码调制（)*++,-,./*01&213,"45,645210/*4.，)&"6），这是针对信号连

续性特点的一个方案，然后在此基础上运用了基于上下文的非线性偏差消除技术以适应信号的非线性特点，

并且采用自适应的最小二乘线性预测器技术以更好的处理非平稳信号。算法还引入了一类特殊的#41478
编码方案，该技术是双边几何分布下接近于最优的编码，且算法简单。

近无损压缩算法的关键是给出一个能有效控制信号信息损失度的误差准则。本算法使用的误差准则称

为峰值误差或最大幅度误差准则（&,09!--4-或60:*727;7<1*/25,!--4-，&!），如下：

!"#70:
$

｛%&’(（$）)%’*+（$）｝

根据此准则设计的量化方案可以保证，当近无损压缩误差参数!"设置为!时，每一个样本的真实值

%&’(（$）必定在区间［%’*+（$）=!，%’*+（$）>!］之内，%’*+（$）为解压缩重构样本值，所以这个误差准则优于一般

有损技术中的均方误差类准则。

图" 基于上下文的近无损压缩算法压缩与解压缩流程图

算法的基本结构如图?，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模块：预测器、上下文建模、偏差消除、量化／重构模块和

#41478编码器。

（?）预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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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生物医学信号大多属于低频连续信号，可以假设信号处处连续可微。设当前样本点的值为!（"），

之前的样本点为!（"!"），!（"!#），⋯，同时设梯度#（"）$!（"）!!（"!"），则可以得到一个新的梯度

序列：⋯，#（"!#），#（"!"），#（"），⋯。于是，信号预测问题就转化为信号梯度的预测问题，由于梯度信号

是连续的（由处处可微假设推出），所以局部可以采用线性预测技术。线性预测器的一般形式如下：

$#（"）%!
&

’%"
(’（"）#（")"）

"!（"）%!（")"）*$#（"）

预测器研究的经验表明［#］，过高阶数并不能提高预

测器的效果，同时根据实际信号线性相关性的调查以及

算法复杂性的考虑，认为&$#比较合适。然后，考虑到

生物信号非平稳性的特点，本算法采用了一个最小二乘

格形自适应算法来计算线性预测器的系数，使预测器的

均方误差最小。其格形滤波器的结构如下，见图#，算法

实现参见参考文献［%］。

系数("（"）、(#（"）采用如下的估计公式： 图! 二阶最小二乘格形自适应算法

$("（"）%+,"（"）)+-"（"）+,#（"）／#

$(#（"）%+,#（"）／
#
$

% #
所以，最终的预测器形式如下：

"!（"）%!（")"）*$("（"）#（")"）*$(#（"）#（")#）

（#）上下文建模与偏差消除

单一的线性预测器很难进一步降低预测误差，这是由信号的非线性本质所决定的，但可用已知信号的知

识来弥补线性预测器的不足。

设当前信号为!（"），则其之前的信号!（"!"），!（"!#），⋯称为当前信号的上下文，虽然线性预测器

对于当前信号的预测误差较大，但通过对已知相似上下文的预测误差的学习，就可以对当前的预测误差进行

二次纠正，这就是基于上下文技术的基本思路。以下是本算法产生上下文的方法。

由于预测器设计中选择了&个样本点，因此在上下文产生算法中也选择&个样本点，即!（"!"），!（"
!#），!（"!&），定义梯度#（"）$!（"）!!（"!"），则上下文变为两个梯度变量：#（"!"），#（"!#）。设

信号的采样精度为.（’()*／*+,-./），则!（"）的取值范围为0!#.!"，#（"）的取值范围为!#.1"!#.!"。

由于实际信号的梯度分布类似于正态分布，即中间多两边少，且有较强的对称性，这就需要在中间密集区划

分细一些，两边粗一些，所以在本算法中采用了对称的等对数划分方法，如下：

由于对称性，故只需考虑正梯度值的划分，令正梯度值的划分数为/（算法中取/$2），设!0$［#.0
／/］

1"，"&0&/，函数［!］表示不大于!的最大整数，则划分区间为

"0%｛0｝，""%（0，!"）

"0%［!0)"，!0］，#’0’/
加上对称的负梯度划分区间，一个梯度值共有#/1"个划分，记作"0，0的取值范围为：!/，!/1"，

⋯，!"，0，"，/!"，/，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由梯度值到编号的映射，-：#(0，当且仅当#)"0。因而，两个

梯度值#（"!"），#（"!#）可以有（#/1"）（#/1"）个上下文，且通过以上映射可以得到一个二元编号1
（"）$（0"，0#），其中0"$-（#（"!"）），0#$-（#（"!#））。

一旦产生了上下文，就可以对相同上下文中的误差进行累加统计，然后以均值作为相同上下文预测时的

二次误差纠正，这就是偏差消除技术，即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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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线性预测器的预测值。

（!）量化／重构模块

量化／重构模块完全是根据"#误差准则设计的，设"#误差参数为!，当前的预测误差为"，则量化公式

为

#（"）$%&’"（"）("()!
$!)［ ］%

而重构公式为

""$#（"）（$!)%）

""为重构的预测误差。

（&）’()(*+编码器

近无损压缩的最后一步就是对预测误差进行编码，要获得低的编码率，可以使用自适应的算术编码或霍

夫曼编码，但是这类编码的算法复杂性过高，不适合实时应用。

信号与图像压缩技术的研究经验表明，预测误差可以近似为双边几何分布，即

*（#，%）（"）$+（#，%）#(")%(，"$,，,%，,$，⋯

+（#，%）$（%-#）／（#%-%)#%）

其中，"为预测误差，#与%为概率分布的参数，,###%，,$%#%。

文献［-，.］给出了双边几何分布下的最优前缀码，同时又给出了一类低复杂性的’()(*+编码，其

’()(*+编码参数. 只取$/（/%,），本算法采用了该次优编码方案。

’()(*+编码的关键就在于对误差分布的参数估计，根据文献［.］，本算法为每一个上下文都维护了一个

累加器和计数器，以统计不同上下文误差绝对值的均值，即

0（+）$1（("( +）$1（(!-2!(+）

然后，从0（+）估计出参数/或.。具体算法参见文献［.］。

（/）实验结果

近无损压缩算法的实验结果如表%，且当!0,时，算法自动退化为无损压缩算法。实验中的信号包括

心电信号、脑电信号和声音信号。实验结果表明，当!0%时，压缩性能有明显的提高，随着误差的增大，压

缩性能提高的幅度逐渐减小，所以该算法主要适用于小误差条件下的压缩。为了比较算法的性能，我们用

123425（一个流行的1236(78通用无损压缩软件）对各类数据进行压缩，压缩的平均结果为9:./9+2;8／8<*=
5)>，而本文算法在!0,时的平均结果为/:/,&+2;8／8<*5)>，压缩性能大约是123425的%:?倍，如果取!&,，

压缩性能将更高。

表! 近无损压缩算法实验结果（"#$%／%&’()*）

信号 精度 !0,（无损） !0% !0$ !0! 123425

>@A% %$ !:-9- $:-$, $:$&. $:,$9 ?:-/$
>@A$ %$ &:./ !://% $:9.% $:--/ %,:!/?
>@A! %$ &:-%$ !:,9% $:&?/ $:%%$ 9:9&/
>@A& %% !:&9? $:,9. %:-,$ %:&,& .:-,$
>>A% %$ /:!%! !:?-9 !:$., $:9,% %$:%,!
>>A$ %$ /:&$$ !:9$$ !:!$, $:9-! %$:%9$
B(2@>% ? &:?-9 !:&%, $:.?- $:&!? .:-%!
B(2@>$ ? $:$9. %:-.- %:&/. %:!/$ &:&-!
*C82@% %- 9:%-! .:-,& -:?-? -:!.9 9:/,,
*C82@$ %- %%:&$& 9:?!? 9:%,/ ?:-%. %/:%-/
平均 /:/,& &:%-? !:-%% !:$?-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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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用每样本比特数（!"#$%&’()*+,&$，!%(）来表示，其计算方法为：

!"#$
%&’()*+,,!-
%’*./.-01

（2.3,／,0()1+）

其中，%’*./.-01表示原有信号的数据量，%&’()*+,,表示信号压缩后的数据量，单位均为字节，-为采样精度，

单位为比特（-"#$）。

! 总结与展望

以上算法属于通用的生物医学信号近无损压缩算法，算法复杂性较低，适合于生物医学信号的实时与非

实时压缩应用。

近无损压缩技术是生物医学信号压缩技术的必然发展方向，我们认为，要进一步提高压缩性能，就必须

针对各类生物信号设计专用的压缩算法。从技术角度看，针对不同生物医学信号，设计出诊断信息无损的有

损压缩技术将成为近无损压缩技术研究的一个重点。目前，有两类近无损压缩技术值得研究：

（.）基于感兴趣区域（/&0"121342#&’&$#，/54）的近无损压缩技术；这类技术的基本思路是将包含诊断信

息的信号作无损／近无损压缩，而将一些不重要的信号进行大比例的有损压缩，借用图像技术中的术语，这种

技术可以称为基于/54的近无损压缩技术。

（6）完全基于诊断信息无损的近无损压缩技术：此类技术主要依靠建立一系列指标来衡量信号的诊断信

息的失真程度，以确保在有损压缩时信号的诊断信息是无损的或近无损的，从而实现较高的信号压缩比。文

献［7］在89:压缩方面就采用了以上思路，提出了;<<（;&"0=#&><")021$#"?<"$#1’#"12，加权诊断失真）指

标。

" 参考文献

［.］ @),),&>>"2&(，AB#?=&2$9，(#’)##)2/，&#),C89:>)#)?1*+’&$$"12#&?=2"DB&$EFB2"3"&>)++’1)?=［@］C4888G’)2$
!"1*&>820，.HHI，JK（L）：J6HMJLJC

［6］ F2#12"1,:，G12&,,)%C88:>)#)?1*+’&$$"12#&?=2"DB&$［@］C4888G’)2$!"1*&>820，.HHK，LL（6）：.INM..LC
［J］ ;BO，P&*12QC912#&R#M-)$&>，)>)+#"S&，,1$$,&$$"*)0&?1>"20［@］C4888G’)2$91**B2，.HHK，LN（L）：LJKMLLLC
［L］ ;&"2-&’0&’P@，(&’1B$$":，()+"’1:CG=&,595M4,1$$,&$$"*)0&?1*+’&$$"12),01’"#=*+’"2?"+,&$)2>$#)2>)’>"T)#"12"2#1

@%8:MU(［@］C4888G’)2$4*)0&%’1?&$$"20，6III，H（7）：.JIHM.J6LC
［N］ 姚天任，孙洪C现代数字信号处理［P］C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HHH，7LC
［V］ P&’=)SQ，(&’1B$$":，;&"2-&’0&’P@C5+#"*),+’&3"R?1>&$31’$1B’?&$W"#=#W1M$">&>0&1*&#’"?>"$#’"-B#"12$［@］C4888

G’)2$4231’*G=&1’X，6III，LV（.），.6.M.JNC
［K］ P&’=)SQ，(&’1B$$":，;&"2-&’0&’P@C91>"2013$1B’?&$W"#=#W1M$">&>0&1*&#’"?>"$#’"-B#"12$)2>B2Y21W2+)’)*&#&’$

［@］C4888G’)2$4231’*G=&1’X，6III，LV（.）：66HM6JVC
［7］ Z"0&,[，91=&2F，\)#TFCG=&W&"0=#&>>")021$#"?>"$#1’#"12（;<<）*&)$B’&31’89:("02),91*+’&$$"12［@］C4888

G’)2$!"1*&>820，6III，LK（..）：.L66M.LJIC

#$%&’()**($**+),-&$**.)#)/0.),$1.+%(*.2#%(*
[FQ:(=&20M#")2.，G5Q:]"2MX&6

（.C<&+)’#*&2#134231’*)#"12(?"&2?&^8,&?#’12"?820"2&&’"20，Z=&_")20‘2"S&’$"#X，A)20T=1BJ.II6K；

6C<&+)’#*&2#13!"1*&>"?),820"2&&’"20，Z=&_")20‘2"S&’$"#X，A)20T=1BJ.II6K）

%3456785：G=&?1*+’&$$"1213-"1*&>"?),$"02),$"$W">&,X2&&>&>"2?,"2"?CA1W&S&’，*)2X>1?#1’$?12$">M
&’,1$$X?1*+’&$$"12#&?=2"DB&$21#)++,"?)-,&-&?)B$&#=&X*)X?)B$&,1$$13>")021$#"?"231’*)#"12$"02),$，

HJ6第J期 杨胜天等：生物医学信号的近无损压缩



!"#$#%&$#’&((’#(()&*+$#((,&-(##*(!&.#!"#&-’/)"&,)#012!!",(,(-&!!"#)3(#04,$(!’/，#$$&$3-5-&,(#*3/
.#355#5!&!"#(,6-3’52$,-6!"#+$&)#((&%53!33)72,(,!,&-，(&#8#-)&*+$#((#59,!"’&((’#((!#)"-,72#(，!"#
9"&’#+$&)#((,((!,’’’&((/0:#)&-5’/，!"#+#$%&$*3-)#&%’&((’#(()&*+$#((,&-,(’,*,!#5，,-)&-!$3(!，’&((/)&*;
+$#((,&-)3-/,#’53*2)"",6"#$)&*+$#((,&-$3!,&!"3-!"#’&((’#(()&*+$#((,&-0<#-)#，!"#’&((/)&*+$#((,&-
,(3++’,)3.’#,-.,&*#5,)3’(,6-3’(，!"#=#/,((2#,("&9!&#-(2$#!"#",6"%,5#’,!/&%(,6-3’(0>&-8#-!,&-3’’&((/
)&*+$#((,&-*#!"&5(9&2’5-&!(#$8#!",(+2$+&(#，(&9#)&-)#-!$3!#5&-3(+#),3’’&((/!#)"-,72#)3’’#5-#3$;
’&((’#(()&*+$#((,&-0?#%,$(!,-!$&52)#536&&5#$$&$)$,!#$,&-%&$%,5#’,!/)&-!$&’；!"#-，.3(#5&-!",()$,!#$,&-，

5#8#’&+#53’&9)&*+’#@,!/，)&-!#@!;.3(#5，-#3$;’&((’#(()&*+$#((,&-3’6&$,!"*&%.,&*#5,)3’(,6-3’(0A@+#$,;
*#-!(("&9#5!"3!&2$3’6&$,!"*-&!&-’/#-(2$#5!"#",6"%,5#’,!/&%(,6-3’(，.2!3’(&/,#’5#5.#!!#$)&*+$#(;
(,&-$#(2’!(!"3-’&((’#(()&*+$#((,&-5,504,-3’’/，9#3’(&6,8#&2$,-(,6"!(,-!&!"#%2!2$#$#(#3$)"&-!"#-#3$;
’&((’#(()&*+$#((,&-0

!"#$%&’(： B#3$;’&((’#(()&*+$#((,&-；>&-!#@!*&5#’,-6；CD>E；F&’&*.)&5#(；G#3(!(723$#(’3!!,)#3’6&$,!"*（G:G）

·

（上接第HIH页）

8&’2*##%%#)!(，3+$&.’#*9",)"#@,(!(,-3’’(2)"(3*+’#553!30J-!",(+3+#$，3)&-)#+!-3*#5-#,6".&$"&&5
)&$$#’3!,8,!/5#6$##,(5#%,-#5!&5#()$,.#38&@#’K()&$$#’3!,8,!/5#6$##%&$&-#=,-5&%!,((2#,-,!(HL;)&--#)!#5
-#,6".&$(0M-#9*#!"&5./2(,-6-#,6".&$"&&5&+#$3!,&-!&$#52)#!"#2-93-!#5#%%#)!(&%!"$#("&’5,-69",’#
(#6*#-!,-6.&-#(,(+$#(#-!#504,$(!’/，3-,-,!,3’6$#3!#$!"$#("&’5>N83’2#3-53’&9#$’,*,!!"$#("&’5>N83’;
2#3$#(#’#)!#50N"#-!"#8&@#’(9"&(#83’2#(3$#’#((!"3-!"#,-,!,3’!"$#("&’583’2#3-56$#3!#$!"3-!"#’&9#$
’,*,!!"$#("&’583’2#3$#5#%,-#53(+$&.3.,’,(!,)8&@#’(，9",)"*3/.#.&-#8&@#’(&$-&!01/2(,-6-#,6".&$;
"&&5&+#$3!,&-!"#-#,6".&$"&&5)&$$#’3!,8,!/5#6$##(&%3+$&.3.,’,(!,)8&@#’!&.&-#3-5&!"#$!,((2#(3$#)3’)2;
’3!#5，9#,6"#53-5)&*+3$#5!&5#),5#9"#!"#$!",(+$&.3.,’,(!,)8&@#’)&2’5.#’&-6!&3.&-#8&@#’0N",(+$&;
)#((9,’’.#+#$%&$*#5)/)’,)’/2-!,’-&+$&.3.,’,(!,)8&@#’()&2’5.#,5#-!,%,#5!&.#.&-#8&@#’(0N"#*#!"&5
("&9(!"3!*3-/&%!"#!,-/.&-#(!$2)!2$#(9",)"93(*,(,5#-!,%,#5,-3+2$#!"$#("&’5,-6*#!"&5，)3-.#$#;
)&8#$#50N"#*#!"&5,(,-(#-(,!,8#!&!"#,-,!,3’!"$#("&’583’2#3-5"3(36&&5(!3.,’,!/0

!"#$%&’(：J*36#(#6*#-!3!,&-；D3$!,3’%&’2*##%%#)!(；B#,6".&$"&&5)&$$#’3!,8,!/5#6$##；B#,6".&$"&&5&+#$3!,&-；>&*+2!;
#$;3,5#5!&*&6$3+",),*36#(

IOH 中 国 生 物 医 学 工 程 学 报 第HH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