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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组整数的几个实用编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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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 Golomb码和扩展 Gamma码为基础提出了4种针对一组整数的编码方案。这些方案增强了对低熵值 

整数序列的压缩性能，同时仍保持了整数码低复杂性的特点 。通过应用这些编码方案，设计 了一个基于 

Bu~ows—Wheeler变换的压缩算法。该算法的实验结果表明其压缩比率要优于采用整数码的 BWT类压缩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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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ral practical coding schemes for a block of integers 

YANG Sheng—tian，QIU Pei—liang 

(Departmentof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27，China) 

Abstract：Four coding schemes for a block of integers were proposed based on Golomb codes and extended Gamma 

codes．These schemes enhanced the compression performance on integer sequences with low entropy and still enjoy the 

simplicity of integer codes．By applying these coding schemes，a compression algorithm based on Bu~ows—Wheeler 

tran sform  was designed．Experimental results of this algorithm indicate lossless coding rates better than those achieved 

by BW T-based compression algorithms using integer c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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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许多数据压缩算法都会涉及一个变换，该变换 

会将原始数据转换为一个整数序列，其中每个整数 

的取值会遵循一个共同的近似递减的概率分布，要 

获得好的压缩性能，就需要对这些整数进行有效的 

编码。整数码就是专门针对整数进行编码的一类 

码，几十年来，文献【1～1i】已提出了一系列的整数 

码。不同于一般的霍夫曼编码和算术编码，整数编 

码考虑的是一个字符集大小为可数无穷而概率分 

布为非递增的信源编码问题，这一问题在理论上和 

实际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理论上，Elias在其关于整数编码的文章 中给 

出了通用整数码和渐近最优整数码的定义，并且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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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了一系列通用整数码和渐近最优整数码，这些码 

至今已成为通用数据压缩理论分析中常用的编码 

手段。通用数据压缩研究的主要课题就是如何构造 
一

个固定的编码方案来压缩一个未知信源 (例如只 

假设信源是平稳、遍历的)产生的序列，希望当序 

列的长度趋于无穷时，编码速率能够渐近趋于信源 

的熵率。由于渐近最优整数码是当信源熵趋于无穷 

时，其平均码字长度与信源熵的比值会渐近趋于 1， 

所以这类码常常与字符扩展技术相结合，被应用于 

通用数据压缩的理论证明 (本文第 4节介绍的基于 

Burrows—Wheeler变换和 Move—to—Front变换的压缩 

算法的有关理论性能分析就是一个例子)。 

实际中，当信源字符集非常大或者字符集大小 

无法设置上界时，对于使用霍夫曼编码或算术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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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压缩系统，其复杂性很可能是无法承受的，但如 

果使用整数编码，整个系统的算法复杂性会非常 

低。当然，相应的代价是其编码效率与熵最优编码 

器相比会有一定的损失，尤其是在一些应用中，由 

于整数序列的熵并不是很高，许多渐近最优整数码 

的实际性能反而很差，这一问题已在文献【11】中得 

到一定的解决，主要贡献是提出了一类带有参数的 

扩展Y码，这些扩展惘 都是通用码，而且通过观察 

信源统计量 E [Llog iJ]选择合适的参数，可以达到 

目前各类整数码中最好的渐近性能。然而有些时 

候，数据压缩算法生成的整数序列可能具有接近于 

零的熵，而整数码都是前缀码，即每个整数至少需 

要一个比特的字长，因此对于接近零熵值的整数序 

列无法进行有效的编码。要克服整数码的缺点，就 

必须考虑一组整数而不是单个整数的编码问题。 

本文在第2节给出了一个针对二进制序列的编 

码方案；在第3节中以Golomb码和扩展Y码为基础， 

结合前一节的成果，给出了4种针对一组整数的编 

码方案；在第 4节中设计了一个以Bu~ows—Wheeler 

变换为基础，并采用整数组编码作为最后的编码环 

节的通用数据压缩算法，数据压缩的测试结果表明 

本文算法的性能要明显优于采用整数码的同类压 

缩算法。 

以下是全文中使用的符号与定义。 

在本文中，log =log2 ，LxJ表示不超过 的 

最大整数，l l表示不被 超过的最小整数， modY 

表示整数 除以整数Y的余数，』V表示非负整数集 

合， 表示正整数集合。 

任意给定一个字符集 A，则A 表示由集合A中 

的符号组成的所有有限长度序列的集合，集合 A 

中任意两个序列 口 的级联记为D ，序列D韵长度 

记为l ，空串记为￡，所有长度为 n的序列集合记 

为A ，长度为n的序列她 常记为 ，而 表示从 

序列确 第 i个字符到第／个字符形成的一个子序列 

(1≤f≤，≤，z)。一个常用的字符集就是二进制字符 

集 ={0，1}。对于字符 oEB和序列 B ，fi-和 分 

别表示对二进制字符 a和序列徘 求反运算。 

此外 ，还 需要定义一些表示 ■进 制序列 的记 

号。令(『)2为一个正整数 ．／的标准二进制表示 (最左 

边的比特位必为 1)。例如，(11)2=1011。又令【，】2 

表示正整数 f的去除最高位的标准二进制表示。例 

如，【11】2=O11。(『)2和【，】2的长度分别记为 

』／1(-『)三 l= _『J+J ⋯ 【 
(-『)三 ：l=【-log J 。。 

令一个正整数 的一元码为(『) ，其编码规则为输出 

j-1个字符 1，然后输出结尾字符0。例如，(1)1=0， 

(2)1=10，(3)1：110，⋯。显然l(『)1l= 。最后，定 

义一个表示 0到 f-1这 ，个整数的分组码 BC，(，)，其 

定义为 

Bc ( )=J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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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k=l log，l，BC ( )表示整数 的k比特二进 

制表示。分组码的码字长度为 

lBC ( )l=k—u(2 一，一1一J) (3) 

其中“ )为阶跃函数(当 ≥0，“( )=1，否则“( )=0)。 

2 二进制序列的编码 

文献【12】对一组整数的编码作了理论上的探 

讨，虽然没有给出实际可行的算法，但其中从整数 

序列中分离出二进制序列进行编码的思想对笔者 

颇有启发，因此本节将首先考虑一个二进制序列的 

编码问题。 

设一个长度为 n的二进制序列 = oh⋯ ， 

首先考虑将其转换为一个正整数序列。定义变换 

BTN ： (B， )为OC (6， )，具体算法如下。 

首先统计二进制序列 中0和 1的个数，设 0 

的个数为 no，1的个数为 nI，显然 no+n1=n。于 

是 

b=u(nl—no) (4) 

然后对二进制序列作一个一元码的解码处理。在解 

码前，如果b=0，那么首先对二进制序列作一个求 

反运算，然后为保证二进制序列为有效的一元码级 

联，检查二进制序列最后一个字符是否为 0，如果 

不为0，就在末尾添加一个字符 0。于是 

=U ( ) (5) 

其中， 为一元码的编码函数，即定义为 =(届) 

(屈)I⋯( I I)1，而 为逆函数，即一元码的解码函 

数。此外 

0 

0 

6  

1 0 O 1 = = = = 

O  0  L  L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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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注意到正整数序列的长度 与总和 别为 

= +易① (7) 

s =nb+ =n+b0 (8) 

其中，(壬》表示异或运算。相应地，逆变换 BTN： ： 

( ，N ) 可以定义为 

BTN：-(6， )：j【 )- 易：0 (9) 
l(u( )) b： 

显然在直观上，当二进制序列具有很多的0或 

1时，通过 BTNn变换就可以将一个很长的二进制 

序列转换为长度相对要短很多的正整数序列，接下 

来就是如何对这个正整数序列进行有效编码的问 

题。如果假设二进制序列满足独立同分布的条件， 

那么其变换后的正整数序列遵循单边几何分布 

(OSGD，one—sided geometric distribution)的规律， 

由文献[1，13】知带参数的Golomb码是单边几何分布 

下最优的编码方案，所以考虑采用 Golomb码。一 

个参数为 f∈ 、基于正整数 ( )的Golomb码 

可表示为 

g ，=(1 j+1]1 H (10， 
当然，文献[13】中的最优参数准则过于复杂， 

故考虑采用文献【ll】中的最优准则。由文献【ll】中的 

定理 1知，当参数 ，为 

，．=2 “ e-Li}J (I I) 

时，Golomb码平均码长的上界为最小，其中 为 

正整数序列的均值。由于 ，的最优值都是 2的次幂， 

所以实际使用的 Golomb码只是其中一个子类的 

码，称为Rice码 H】。记参数为 挺|V的Rice码为 

)=(1 j+1]．BC2 H)mo )(12) 
式中 ，而其最优参数为 

kl=Llogmax{／~P～1，1}J (13) 

最优准则看似复杂，其实可以用非常简单的移位运 

算来完成。定义函数 FloorLog：(|V， ) |V为 

R。 g llogmax{sn'1)j (14) 
其C++代码为 

int FloorLog(int s，int n) 

( 

for(int k=0；(n<<(k+1))<=s；k++)； 

retum k： 

} 

接下来继续考虑正整数序列的编码问题。由式(7) 

和(8)知，其最优参数为 

k ：FloorLog(s~一 ， ) 

= FloorLog(nb， +b0 ) (15) 

注意，若 =0，则相当于将正整数序列 进行一 

次一元码的编码，又将序列变换为原始的序列，所 

以当 =0时，可以直接输出原二进制序列。因此 

最终的输出编码为： 

若 >0，则 

BTB ( )=( +1)l NTB (BTN ( ))(16a) 

否则k口=0，则 

BTB (t2' )=( +1)l =0 (16b) 

其中，函数NTB ：( ，N ) B 定义为 

NTB (6， )=6 ( ) ( )⋯ ( I) (17) 

3 一组整数的编码 

在二进制序列编码算法的基础上，就可以开始 

考虑一组整数的编码问题。文献【11】给出了任意分 

布下的Golomb码和扩展偶 的最优参数准则，本节 

将在这两类整数码的基础上给出一组整数的4种实 

用编码算法。设一个 n长的正整数序列为xn= ．x2 

⋯  ， 则一组整数的编码就是一个从 到 的映 

射，于是本节的4种编码分别记为函数 BRn、BRE 、 

BG 和 BGE 。 

3．1 BRn码 

B 码本质上是由Rice码演化而来的。首先， 

考虑一个 n长的正整数序列的 Rice编码。与第 2 

节类似，其编码为 

(k+1)lrk(xj)rk(x2)⋯ ( ) (18) 

其中参数 k由式(13)给出。根据 Rice码的定义，每 

个 Rice码包括一个一元码和一个分组码，可以考虑 

将这些码作一个置换，将所有的一元码放在一起， 

而后将所有的分组码也放在一起，于是式(18)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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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字就变换为 

(足+1)l()，1)l⋯()， )l BC2t(z1)⋯BC2t(z ) (19) 

其中 

)， ：l i+1 (20a) L 二 J 
Z，=(Xi一1)mod2 (20b) 

由于只是码字的位置发生了变化，所以整个码 

字长度并没有改变。可以注意到当一个整数序列的 

熵非常低，或者由于概率分布的形状非常特别而导 

致参数 k的估计过小或过大，一元码部分就会出现 

较为明显的冗余，即Y 频繁地为 1或频繁地大于 1。 

要消除这种冗余，可以在作一元码编码前先将这类 

信息从整数序列 Y 中分离出来单独编码。定义一个 

n长的二进制序列 为 

=u(y1-2)u(y2-2)⋯u(y -2) (21) 

同时，可以将整数序列Y ：Y1 y2⋯Y 中大于 1的整 

数减去 1组成一个新的整数序列 = ⋯ ，( = 

∑ )。于是新的编码为 

BR (X )=(k+1)l BTB ( )( )。⋯ 

( ，)l BC2 (z1)BC2 (z2)⋯BC2 (z ) (22) 

这就是 BR 码 。 

3．2 BRE 码 

BRE 码是在 BR 码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来的 

编码方案。BR 码主要针对一元码部分的冗余进行 

编码，然而对于一些特别的概率分布，其分组码部 

分也存在极大的冗余，BRE 码就是为消除分组码中 

的冗余而设计的。因为每一个分组码BC， (z )都是 

一

个 k比特的二进制序列，所以很容易想到将每个 

分组码中的某一位信息提取出来组成一个新的二 

进制序列，然后再进行编码，这样总共会有 k个 n 

长的二进制序列，记为rlq) (0≤-，≤ 1)，其具体 

算法如下 

rl(j) =77(-『)。rl(j) ⋯rl(j) 

：I Imod2 L 厶 _J 
于是，BRE 码为 

BRE ( )=(k+1)l BTB ( )( )l⋯ 

( BTB (77(0) )⋯BTB (q(k—1) ) (24) 

3．3 BG 码和 BG 码 

类似于 BR 码和 BRE 码，也可以由文献[11】 

中的扩展Y码相应构造出 BG 码和 BGE 码，然而正 

如扩展Y码是在Golomb码的基础上提出的，本节也 

将直接用 BR 码和 BRE 码来构造 BG 码和 BGE 

码。与扩展Y码的构造类似，可以先给出整数序列中 

每个整数的去除最高位的标准二进制表示，而后将 

其长度信息组成的新的整数序列进行 BR 码或 

BRE 码的编码，并置于其之前，即 

BG (X )：BR (A(xI)⋯A(x))【 ] ⋯【 ]：(25) 

BGE (X )=BRE (A(xI)⋯A(Xn))[xl】2⋯【 】2 

(26) 

4 一个基于 Burrows．Wheeler变换的通用 

数据压缩算法 

第 3节中给出了一组整数的 4种编码方案，当 

n较大时，这 4种码的性能不会比相应的 Golomb 

码或扩展Y码差，所以 BG 码和 BGE 码也是 Elias 

意义下的通用码，在适当参数下也能达到渐近最优 

的性能。但是，要在任意分布下分析这些码的性能 

是十分困难的，故转而考察其实际的编码效率。本 

节将设计一个基于 Burrows—Wheeler变换的通用数 

据压缩算法，最后的编码环节将采用第 3节提出的 

4种编码方案。 

近年来，在数据压缩方面一个十分有意义的发 

展就是 Burrows—Wheeler变换  ̈ (BWT)。BWT是 
一

种略微扩展的可逆序列变换，其主要原理就是通 

过将具有相同后缀的字符排在一起，形成一个近似 

的分段独立同分布 (PIID，piecewise independent and 

identically distributed)序列，从而便于进一步的压 

缩处理。近几年来，该技术在实际的无损数据压缩 

技术和通用数据压缩理论中倍受关注 (例如文献 

【16～18】)。一些实验结果表明，使用这一变换的压 

缩算法虽然比部分匹配预测 (PPM，prediction by 

partial matching)类压缩算法IJ ， U】性能略差，但其 

压缩性能要高于Ziv—Lempel类压缩算法 (LZ’77L2 ， 

LZ’78t 221)，同时，其算法实现复杂性与LZ算法相当， 

要比PPM 类算法运行快得多。(MTE move—to—front) 

变换也是一种可逆变换r2 ，它经常和 BWT变换 
一

起使用，其主要作用就是通过自适应的方式将不 

同概率的字符进行重新排列，使高概率字符趋向于 

排在低概率字符的前面，然后输出重新排列后的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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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索引。文献[23～25】中的理论分析表明 MTF配合 

渐近最优的整数编码，同时结合字符扩展技术，可 

以达到渐近于信源熵率的性能，因此在理论上，本 

文提出的BG 码和 BGE 码应用于 BWT／MTF压缩 

算法的性能是有保证的。 

虽然基于 BWT的数据压缩算法具有较好的压 

缩性能，但是现有的大多数算法在编码环节都是使 

用算术编码，算术编码虽是最优编码，但复杂性高， 

耗时大，这对于 BWT类压缩算法推向实际应用是 
一

个制约，要进一步使 BWT类压缩算法实用化， 

编码方案的设计也是至关重要的。Seward采用 

Huffman编码开发了一个非常实用的基于 BWT的 

压缩算法，即 BZIP2t 。Fenwick则进一步探讨采 

用某类简单的前缀码 (即整数码)来进行编码【2 281o 

事实上，本文提出的4种针对一组整数的编码方案， 

就其复杂性而言与一般的整数码相当或略高一些， 

因而是 BWT类算法的一个极好的候选编码方案。出 

于上述考虑，本文设计了一个基于整数组编码的 

BWT算法 (如图 1)。它采用了最常用的BWT压缩 

算法结构，即首先对数据进行 BWT变换，而后进行 

MTF变换和行程编码 (RLE，run length encoding)， 

最后对整数序列按固定的块大小进行分组编码。 

原 

图 1 基于一组整数编码的 BWT压缩方案 

其中，RLE采用的实际编码方案是 Wheeler 1／2 

码 ，其主要作用是对 MTF变换后产生的长串的 

整数 0进行行程编码。Wheeler 1／2码的基本算法就 

是对每一段连续的整数0序列进行计数，令计数值 

为 ，则将编码 1】2的二进制序列按整数序列输出， 

相应地将其它不为 0的整数都加 1。因为数据经过 

BWT变换后，会出现成串的重复字符，而经过 MTF 

变换后，这些字符就会被编码为一长串的整数 0(按 

本文的约定应该是整数 1，但因为实现中的列表是 

从零开始计数的，所以变为整数O)。虽然，本文的 
一 组整数的编码方案要比原有的整数码更好地适 

应于低熵值序列的压缩编码，但是因为整数序列最 

终是要进行分组编码的，而且由于整数序列只具有 

局部平稳性，分组长度不可能太长，所以编码的性 

能受到一定的限制。实践表明，使用 Wheeler 1／2 

码会对压缩性能有较明显的改善。 

本文提出了4种针对一组整数的编码方案，相 

应地由图 1可以派生出4种压缩方案，按照编码的 

不同分别记为 BWT-BR、BWT-BRE、BWT-BG和 

BwT_BGE，其后半部分就是对应编码的记号。算 

法还包括一个整数分组长度的参数，实际中的分组 

长度取值为 128。将这 4种算法对常用的 Calgary 

Corpus和 Canterbury Corpus数据测试集进行压缩， 

压缩结果如表 1和表 2，其中还列出了Fenwick在 

文献[28】中的Simple算法和Seward的BZIP2软件 6J 

的压缩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本文的4种算法的 

平均压缩性能都要好于 Fenwick的 Simple算法， 

Fenwick的 Simple算法选择性地使用了Elias Y石_码 J 

和 Fibonacci码 作为最后的编码方案，而其之前的 

算法与本文完全相同，这说明本文针对一组整数的 

编码的确比一般的整数码具有更好的性能，而且编 

码的复杂性并没有明显的提高。当然，本文算法与 

采用最优 Huffman编码的 BZIP2还是有一定的距 

离，压缩结果平均而言大约要高出 6％，这是使用 

简单编码技术必然带来的损失，但是低复杂性的编 

码技术将十分有利于实际系统特别是硬件系统的 

设计和实现，尤其是在大字符集下的压缩中，算术 

编码和 Huffman编码算法的时间复杂性会大大增 

加，此时应用本文的编码算法将会在压缩性能和运 

行时问上获得较好的平衡。 

表 1 Calgary Corpus的压缩结果 (单位：bit／by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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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Canterbury Corpus的压缩结果 (单位：bit／byte) 

仔细比较本文 4个编码方案的压缩结果还会发 

现，对于有的文件，BR和 BRE算法的结果好一点， 

而对于其他的一些文件，BG和 BGE算法的结果好 
一

点，如果要采用硬件实现本文算法，则可以将这 

两类算法并行运行，对于每一组整数选择输出长度 

较短的编码，其性能将更接近于 BZIP2的性能。还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BRE算法要比BR算法有较 

明显的改善，而BGE算法并没有比BG算法好多少， 

主要的原因是 BRE和 BGE算法都是在 BR和 BG 

算法的基础上考虑对病态概率分布的进一步压缩， 

而 BGE算法本质上是正整数去除最高位的标准二 

进制表示加上对长度的 BRE编码，由于本文算法将 

计算机文件按字节进行处理，即正整数的取值为 

1~256，所以其长度的取值仅为 l～8，这正是 BGE 

算法没有明显提高压缩性能的原因，只有在更大的 

字符集下 BGE算法才会有较好的表现。 

5 结论 

本文以Golomb码和扩展丫石_弓为基础提出的一组 

整数的4种编码方案是一类非常实用的编码算法。 

通过应用这些编码算法，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 BWT 

的压缩算法，获得了较好的压缩效果和较低的编码 

复杂性。当然，在一组整数的编码中，还有许多问 

题有待于解决，如本文提出的4种编码算法的理论 

性能如何，以及如何将其应用于各类数据的压缩， 

这都将成为今后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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