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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資訊隱藏近年來被廣泛應用在醫療用途、軍事地緣戰略、資料安全、數位指紋或影像編碼等等。可逆性資訊隱藏技術，從

偽裝影像中取出秘密資訊後，可以完整的重建原始影像。Tian教授在2003提出一個有名且重要的可逆差異擴張資訊隱藏技

術，最近有相當多的改善差異擴張的方法被提出。 本論文提出一個降低差異擴張的可逆多層資訊隱藏技術，在降低差異擴

張的方法中，將秘密資訊位嵌入原始差值最低有效位元的位元串流。由於降低差異擴張所有可以有較高的藏量及維持較好

的偽裝影像品質。我們也將其應用到醫學影像及彩色影像。實驗結果顯示，本文所提出的方法在各種影像都可以有較高嵌

入容量，仍然可維持良好的偽裝影像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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