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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由於資訊技術和網際網路的流行，使得數位影像的應用日漸廣泛，也因為數位影像容易傳播、修改，使得少數有

心人士容易取得並竄改影像，原始影像的正確性因而受到質疑，造成當事人諸多困擾。 在JPEG2000中可將影像界

定ROI(Region of Interest , 興趣區)及ROB(Region of Background , 背景區)，有學者提出以離散小波(DWT)的方法將ROI的特

徵值嵌入轉換頻率域後的ROB中，在影像應用前自頻率域的ROB位元資料中取出特徵值，並與ROI資料進行比對和復原，

以確定影像的正確性，但其缺點在遭竄改部份只限定於ROI區域，以及ROI大小的設定限制稍大。 在本文中我們提出三種

不同的改善方法：一、在影像經一階DWT運算後，將低頻區ROI的位元值隨機嵌入三份備份於ROB中頻帶，在影像全區

域遭受竄改時，藉由投票方式決定ROI部份的回復。二、在影像經一階DWT運算後，將低頻區ROI的位元值以JPEG演算

法壓縮，並將之備份一份於ROB中頻帶，在影像的ROI區域遭受竄改時，直接以備份資料回復。三、將ROI的位元值

以JPEG演算法壓縮後，隨機嵌入一份備份於一階DWT後的ROB中頻帶，在影像的ROI區域遭受竄改時，直接以備份資料

回復。這三種方法在回復影像時，於重建品質與ROI大小限制上有不同程度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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