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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数 字信 息技术的 快速发展 ， 数 字 图像信 息被广泛 用 于通信 和信 息 的 表示 ，但

该类信息也 常常会 受 到 非 法的 篡 改 ， 因 此 如何保证数 字 图像 的 版权 不被破坏是数 字信息

领域一直 面 临 的 问 题 。 数 字水 印 作为 一种 版权保护 技术 ， 能在 一 定程度上解决 图 像 的版

权纠 纷问 题 ， 对数 字 图像技术 的研 究具有 重要 的 意义 。 本 文对近些年来 国 内 外 学者在该

研究领域取得 的 成果进行 了 系 统 总 结 ， 首先给 出 了 图像水 印 的 基本模 型 、基本特性 以及衡

量指标 ； 接着 ，
分析 了 现有 的 数 字 图像水印 算法 特 点 ， 并进行分类 ，介绍 了 水 印 技术在其他

领域 的 应用
；
然后 ，针对水 印算 法 的抵抗行为 ， 总 结 了 现有水 印 算 法 能有效抵抗 的 鲁棒性

攻击 ；
最 后

，
根据现有水 印技术 的 优势 和不 足 ，

提 出未来 的 发展趋势 和下 一步研 究 的 方 向 。

关键词 数 字水 印 综述
；
版权保护

；
鲁棒 性

；
盲水 印

；

零水印

〇 引 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 数字信息 的样式越

来越丰富 ，如文本 、音频 、 图像 、视频等 ，使数据 的存

储和传输更加方便快捷 ， 但许多违法分子经常使用

图像编辑工具 （ 例如 Ｐｏｔｏ ｓｈｏｐ 、美 图 秀秀 ）
对数字图

像信息进行恶意篡改 ，
导致原有的数字 图像的版权

得不到保证 。 同时图像作为通信交流中较为直观的

信息 ， 在 日 常生活 中被广泛使用 ， 如 医疗图像 、军事

地图等
［

１ ＿２
］

。 如果 图像内 容被恶意修改或破坏 ，
不

但会失去图像原有 的价值 ， 同时也有可能 引发版权

纠纷 ，
因此对于数字图像进行版权保护具有重要的

意义 。

数字水印作为
一

种版权保护技术
［

３
］

，
可 以有效

地解决版权保护和 内容认证问题 ，
其基本思想是通

过嵌人算法将版权标识嵌入载体信息 中 ， 当发生版

权纠纷时 ，通过嵌人算法的逆操作提取其 中的版权

信息 ，
以确认图像的版权归属 。 然而 ， 由 于图像处理

工具不断更新 ，给数字图像的版权保护带来 了 巨大

的挑战 ，
传统的加密方法 ，如数据加密算法 （

ｄａｔａｅｎ ？

ｃｒｙｐｔｉｏｎａ ｌｇｏｒ
ｉ ｔｈｍ

，ＤＥＳ ）

［

４
］

、
ＲＳＡ

［

５
］

＇
Ｈａｓｈ

［

６
］

等能在

一

定程度上保证图像信息 的安全性 ， 但这种加密方

式只能防止图像信息不被使用 ，并不能保证信息 的

版权归属 。 数字水印技术可以很好地填补传统加密

方法的不足 ， 该技术可以将加密后 的版权信息嵌人

载体图像 ，既可以保证信息的安全性 ， 同时在发生版

权纠纷时又可以通过提取版权信息进行版权认证 ，

因此对于数字图像的水印方法进行研究是非常有必

要的 。

基于文本或视频的数字水印算法通常选择将版

权标识放在文本的表面
［

７ ＿ ８
］

，
用于表明版权的归属 。

虽然这种版权保护方式能够清楚地显示版权标识 ，

但不能很好保证信息 的安全性 ，攻击者可以利用文

①

②

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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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或视频处理软件将表面的版权去除 ， 同 时可 以将

自 己的版权信息添加到其中 。 这种非透明性的水印

算法 ，在发生版权纠纷时 ，很难判断信息 的 版权归

属 。 数字图像信息与其他文本信息不 同 ， 版权信息

在嵌入过程中既要保证版权的透 明效果 ， 同时又不

能影响 图像的正常使用 。 为此现有 的水印算法常常

选择嵌人小容量的二值版权图像 ，
虽然可 以使载体

图像获得很好的视觉效果 ，但是随着用户需求不断

增大 ，
选择彩色的 ｌｏｇｏ 作为版权信息会越来越受欢

迎
，
因此在保证图像透明性的前提下 ，增大嵌人信息

的容量 ，是数字图像水印领域面临的
一

项严峻挑战 。

目前在数字图像方面的版权保护技术已有许多

新颖的研究算法 ，
但大多是基于

一

个方面 的技术研

究 ，缺乏对数字图像水印 内 容的系统认识 。 本文对

近年来数字图像领域的新版权保护技术和算法研究

进行梳理和分析 ， 与其他文献相比 ，本文的主要贡献

如下。

（
１

）梳理了 自 ２００３ 年 以来国 内外数字 图像方

面的数字水印文献 ，主要 以 ２０ １０ 年后的文献为主 ，

详细讨论了数字图像水印领域的研究现状 。

（
２

） 系统地总结了数字图像水印领域常用 的评

价指标 ，并对 图像方面的鲁棒性攻击进行分类、 总

结 。

（
３

）更加全面地分析 了现有数字图像水 印算法

优缺点 ，根据现有图像数字水印方面存在的问题 ，给

出该领域未来更具发展潜力的研究方向 。

本文第 １ 节介绍 了数字图像水印 的基本模型 、

基本特性和评价指标 ；第 ２ 节对常见 的 图像水印算

法进行分类 ，主要从特性 、检测方法 以及隐藏位置 ３

个方面进行划分 ；
第 ３ 节介绍了 数字图像水印方面

常见的攻击 ，并根据攻击特点划分为 ３ 类 ；第 ４ 节介

绍了数字图像水印在其他领域的应用 。 第 ５ 节分析

现有水印算法的优势和不足 ， 对未来值得关注 的研

究方向进行了初步探讨。 第 ６ 节总结全文 。

１ 研究框架

１ ． １ 基本模型

数字图像水印技术是通过相应的水印嵌人规则

将具有唯
一性的版权标识嵌入到数字图像 中 ， 以达

到信息隐藏的 目的 ， 并将版权标识注册到版权保护

中心 。 当发生版权纠纷时 ， 版权持有者可以通过水

印提取算法提取版权标识 ， 然后与注册到版权保护

中心的水印图像进行比对 ， 完成版权认证过程。

嵌人水印 的基本模型如下 ：

Ｉ
ｗ

＝Ｉ ＋
／
３ｗ（

１
）

其中 ，

／
？ 为含有水印的 图像 ，

／ 为原始载体图像 ，

ｗ

为水印图像 ， 办 为缩放 因子 ，控制嵌人水印 的强度 。

图 １ 为数字图像水印 的整体框架 。 由 图 １ 可以

看出 ，该水印框架主要包含两个阶段 ，水印嵌人阶段

和水印提取阶段 。 在嵌人阶段 ，
水印信息需要先进

行加密处理 ，
以保证信息的安全性 ；

而在提取水印时

需要提供相应的密钥 Ａ才能提取完整的版权信息 。

图 １ 数字图像水印模型

１ ． ２ 基本特性

一个合格或者有效的水印算法需要满足一些特

性才能保证系统的可靠性 ， 但并不
一

定要求算法满

足所有的特性 。 因 为在提高算法一种特性的 同时 ，

另一种特性可能会受到影响 ，
如文献 ［

９
，

１ ０
］ 在透明

性上具有较好的性能 ，
最高 的峰值信噪 比可以达到

６９
．
１ ４

， 然而对于常见的攻击鲁棒性较差 ，提取水印

图像的结构相似度只有 〇 ．７０ １ １
， 但载体图像受到攻

击后提取的版权图像仍能被识别 出版权的归属 。 因

此
，需要在这些特性之间选择满足系统可靠性的平

衡点 ，而数字图像水印的特性主要分为透明性 、鲁棒

性 、虚警率和安全性 。

透明性 透明性主要是指版权信息在嵌人载体

图像过程中既不引起载体 图像的 明显变化 ， 同 时又

能保证隐藏的信息在人类视觉系统下无法被识别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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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 用于提高数字 图像透明性的方式主要有两种 ：

一种是在载体图像中嵌入小容量 的二值版权信息 ，

如文献 ［
１ １

，

１ ２
］ ，嵌人的信息大小仅为 ３２ｘ ３２

；
另
一

种方式则是将版权信息嵌人能特征表示载体图像的

最大奇异值中 ，如文献 ［
１ ３

，
１４

］ ， 由于最大奇异值具

有很好的稳健性 ，
因此嵌人水印信息不会影 响载体

图像的视觉效果 。

鲁棒性 鲁棒性主要是指含有版权信息 的载体

图像在经过网络噪声干扰或
一

定程度的篡改后 ， 仍

能从载体图像中提取清晰的版权图像 。 强鲁棒性
一

直是数字水印的难点 ，
大多水印算法只能针对

一种

类型的攻击表现出强的鲁棒性 ，
而对于其他攻击 ，效

果则不佳 。 在现有文献中 ，
用于提高算法鲁棒性的

方法主要有离散小波变换 （
ｄｉ ｓｃｒｅｔｅｗａｖｅ ｌｅｔｔｒａｎｓｆｏ ｒ？

ｍａｔ ｉｏｎ
，ＤＷＴ ）

［

１５
］

、 曲波变换
［

１ ６
］

和奇异值分解 （ ｓ ｉｎ
？

ｇｕ
ｌａ ｒｖａ ｌｕｅｄ ｅｃ ｏｍｐ ｏｓ ｉ ｔｉｏｎ


，

８＼＾
）

［

１ ７
］

等 ０

虚警率 虚警率主要用于检测算法 的 可靠性 。

在完成信息隐藏后 ，
通过用其他相似算法或者载体

提取相似的版权信息 ，如果提取的信息与版权信息

之间相似度高 ， 则表 明算法 的虚警率较高 ，
否则 相

反 。 尤其在零水印技术 中为了 降低虚警率 ，需要构

造唯一性较强的载体特征 ，
因此这一指标常用于衡

量零水印的虚警率 。

安全性 由 于嵌有水印信息的载体图像需要在

网络 中传播 ， 同时嵌入的算法通常是公开的 ， 当载体

图像被不法分子截获时 ， 版权信息可能会被提取出

来 ，进而导致算法失去了版权保护的 目的 ，
因此版权

信息的安全性通常也是数字图像水印算法必需要具

备的特性之一 。 在现有的 图像水印算法 中通过将版

权信息进行置乱用于提高信息的安全性 。 常用的置

乱方法主要有 Ａｒｏｎｌｄ 置乱
［

１ ６ ］

、混沌映射
［

１ ７
］

、视觉密

码
［

１ ８ ＿

１ ９
］

等 ，如文献 ［
２０

，

２ １
］ 在嵌人版权信息之前 ，将

版权信息进行置乱操作 ， 由 于 Ａｎｍｌ ｄ 置乱的周期性

和混沌映射不可预测性 ，
可 以在

一

定程度上提高版

权信息的安全性 。

１ ． ３ 评价指标

评价
一

个水印算法的性能优劣 ， 除了依靠人眼

的视觉评价之外还需要
一些客观性的衡量指标进行

评价 。 数字图像水印算法现有 的评价指标主要有归

—

１ ５０—

一

化相关系数 、峰值信噪比 、结构相似度和误码率几

种 。

１ ． ３ ． １ 归一化相关系数

归一
■

化相关系数 （ ｎｏｒｍａ ｌｉｚａ ｔ ｉｏｎｃｒｏ ｓｓｃｏｒ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
，

ＮＣ
） 通常用 于计算原始水 印图像与被提取水印 图像

之间的相似性 ，取值范围为 ／ＶＣｅ［
０

，

１
］ 。 当 ｙｖｃ＝１

时 ，表示两个水印 图像完全
一

致 ，表明算法的鲁棒性

强
； 当 ｙＶＣ＝０ 时 ，表示两个水印图像无相关 ，

ｉＶＣ 值

的计算方式如下
［
２２

］

：

Ｘｉ ｉ
Ｗ

ｉ
ｉＪ ）ｘＷ

＇

｛
ｉ

， ｊ ） ）

ＮＣ＝
，

，
＝ １Ｊ

＝ １


，

—

／ｍｎ／ｍｎ

＼ｊ 
＝

１ｊ 

＝
 ＼＼ ｉ 

＝
ｉｙ 

＝
１

（
２

）

其中
，

Ｗ７ 表示原始水 印图像 ，

ｆ 表示提取的版权水

印 ，
ｍ 和 ｒａ 分别表示图像的长和宽 。

１ ． ３ ． ２ 峰值信噪 比

峰值信噪比 （ ｐｅ ａ
ｋｓ ｉｇｎａ

ｌ ｔｏｎｏ ｉ ｓｅｒａｔｉｏ
，

ＰＳＮＲ
）

通常用于衡量含水印载体图像与原始载体图像之间

的失真程度 ， 即 水 印 图像的透 明 性 ，
取值范 围 为

［
０

，

１００
］ Ｑ
ＰＳｙＶ／？ 值越大 ， 表明算法的透 明

性越好 ，否则相反 ，计算方式如下
［

２ ３
］

：

ＭＳＥ＝ Ｘ－

ｇ （
ｉ

， ｊ ） Ｔ（
３

）

ＰＳＮＲ＝ｌ〇 ｌ
ｇ

（＾ ） （
４

）

其中 ， ／表示原始的载体图像 ， ｇ 表示含水印载体图

像 ， 表示图像像素的最大值 。

１ ． ３ ． ３ 结构相似度

结构相似 度 （
ｓ ｔｒｕｃ ｔｕｒａｌｓ ｉｍｉ ｌａｒｉ ｔｙｉｎｄｅｘｍｅｔｒ ｉｃ

，

ＳＳＩＭ
）用于计算两个图像之间 的相 似程度 ，取值范

围为 ＳＳ／Ｍ ｅ［
０

，

１
］ ，

ＳＳ／Ｍ 值越大表示两个图像相

似度越高 ，计算方式如下
［
２４

］

：

ＳＳＩＭ＝１
（
１

，Ｉ
＇

）ｘｃ （
Ｉ

，Ｉ
＇

）ｘｓ （ Ｉ
，Ｉ

＇

） （
５

）

ｌ
（
ｘ

，ｙ ）

２
ｊ
ｘｊｉｙ

＋Ｃ
，

ｄ
＋

ｆ４
＋ｃ

ｉ

＇

ｃ （ ｘ ，ｙ ）

２ａｘａｙ
＋Ｃ

２

２
，

２
，ｒ

ａ
ｘ＋ａ ｙ

＋ｔ ２

ｓ
（
ｘ

，ｙ ）

＋
Ｑ

（ｒ
．
ｃｒ

，
＋Ｃ

３

（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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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ｑ 、
ｃ

２ 、ｃ３ｅ／ｒ ， 队 和化 分别表示图像 ／ 和 ／

＇

的平均值 ， ｈ 和 ａ 分别表示图像 ／ 和 ／
＇

的协方差 ，

〇ｖ 表示两幅图像的协方差 。

１ ． ３ ． ４ 误码率

误码率 （ ｂｉ ｔｅｒｒｏ ｒｒａｔｅ
，

ＢＥＲ
） 表示图像中错误比

特数据占总比特数据的 比值 ，通常用 于衡量水印算

法的鲁棒性 ，但该衡量指标大都用于计算两 幅二值

版权图像之 间 的错误比特数 ，
取值范 围为 ｅ

［
〇

，

１
］ ，
值越小反映算法的鲁棒性越好 。 具体计算

方式如下
［

２５
１

：

ＢＥＲ＝—＾
―ｘ １００％（

７
）

ｍｘｎ

其中
，

６ 为错误的 比特数 ，

ｍＸ表示 图像的大小 。

２ 算 法分类

随着对水印算法的深人研究 ，
近年来提 出 了许

多优秀的数字图像水印算法 ，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 ，

本文将数字图像水印划分方式分成 ３ 大类 。 按特性

划分可以分为鲁棒水印 、脆弱水印 ；按检测方式划分

可以分为盲水印 、非盲水印 、零水印 ；按隐藏位置划

分可其分为基于频域的水印算法和基于空域的水印

算法 ，
具体划分方式如图 ２ 所示 。

２ ． １ 按特性划分

２ ． １ ． １ 鲁棒水印

鲁棒水印是指将作品创建者或持有者的版权标

识嵌人到载体信息中 ， 含有 版权信息的载体经过
一

般的 图像处理操作 （ 噪声 、 滤波 、锐化等 ） ， 或部分恶

意攻击后仍能提取完整 的版权信息 。 在鲁棒水印算

法 中 ，如何提高算法鲁棒性是主要考虑的问题 ，
现阶

段的鲁棒水印算法常常使用小波变换 、离散小波变

换等频域变换与奇异值分解 、正交三角分解 （ ｏ
ｒｔｈ ｏ

ｇ

？

ｏｎａｌ －

ｔｒｉａｎ
ｇ
ｕｌａｒｄｅｃｏｍｐｏ ｓｉ ｔｉｏｎ

，ＱＲ ）等矩阵分解工具

来去除图像信息中冗余且敏感的信息 ， 以抵抗常规

的图像处理操作 。 因此基于频域变换水印算法也包

含在鲁棒水印算法 的范畴 ，如文献 ［
１ ３

，

１４
］ 利用奇

异值分解获得 图像每
一子块的最大奇异值为
＂

Ａ
ｕＡ

ｌ
，
ｎ

＂

／＝ＵＳＶ
Ｔ
＝Ｕ ： ：Ｖ

Ｔ

 （
８

）

Ｌ
Ａ

ｎ
．

ｉ
…

Ａ
？

，

ｎ

」

其中 ，
Ｕ 表示左奇异矩阵 ，

Ｖ表示右奇异矩阵 ，
Ａ 表

示奇异值 ，
／Ｉ 表示矩阵大小 。 由于最大奇异值在受

到常规图像处理后变化较小 ，
因此能够提高算法 的

鲁棒性 。 借鉴文献 ［
１ ３

，

１４
 ］ 的思想 ，陈青等人

［
２６

］

改

变原有奇异值分解的过程 ， 提出双奇异值分解 的鲁

棒水印算法 。 双奇异值分解除了保持传统奇异值分

解特性之外还增加了更多 的秘钥矩阵 ， 提高算法 的

安全性 。 由于小波变换具有多尺度和局部表征的特

性 ， 即使载体图像受到
一般的 图像处理 ，

小波变换 、

奇异值分解也能提取载体的局部特征 ， 这种局部表

征能力和旋转不变性可以有效削减噪声 、滤波 、旋转

等攻击对载体图像的影响 ， 进而保证了水印信息 的

完整性和安全性 。

２ ． １ ． ２ 脆弱水印

与鲁棒水印相 比 ，脆弱水印常用于判断数字内

容是否被篡改 ，并在不参考原始数字 内容的情况下

将篡改区域与未篡改区域区分开来
［
２７ ］

，在保护信息

的完整性和安全性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如李赵红和

侯建军
［
２８

］

在离散余弦 变换 （ ｄｉｓｃ ｒｅ ｔｅｃｏ ｓ ｉｎｅｔｒａｎｓ
？

ｆｏｒｍ
 ， 

ＤＣＴ
）域提出 混沌脆弱水 印 ，该算法根据

ＤＣ Ｔ

域高频信息的敏感性 ，将经过混沌映射后 的水 印信

息嵌人高频信息中 ，
可以得到很好的篡改定位能力 ，

同时在版权认证阶段实现 了盲检测 ，
但该方法无法

定位在滤波攻击和 ＪＰＥＧ压缩攻击后 的 图像篡改位

置 。 为此 Ｒａｗａ ｔ 和 Ｒａｍａｎ
［
２？
在文献 ［

２ ８
］ 的基础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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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
一

种新的脆弱水印算法 ，
经两次混沌 映射后将

水印信息嵌人载体图像的最低有效位 中 ， 由 于混沌

映射对初值敏感 ，
因此

， 当使用错误的秘钥提取版权

信息 时 ， 可 以 准 确地定位篡改位置 。
Ａｚｅ ｒｏｕａｌ 和

Ａｆｄ ｅｌ
［

３ ０
］

利 用Ｆａｂｅｒ －

Ｓ ｃｈａｕｄｅ ｒ小 波 变 换 （
Ｆａｂｅ ｒ

－

Ｓｃｈ ａｕｄｅ ｒｄｉ ｓｃｒｅ ｔｅｗａｖｅｌｅ 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

ＦＳＤＷＴ
） 对最低

有效位 （
ｌｅａｓｔｓ ｉ

ｇ
ｎｉ ｆｉｃａｎｔｂ ｉｔ

，

ＬＳＢ
）
进行变换 ，为 了使

水印算法更加脆弱 ， 对 ＦＳＤＷＴ 后的 图像进行分块

处理并选择子块的最大系数 ， 最后将系数与版权水

印进行异或处理。 该算法将利用 ＦＳＤＷＴ 系数生成

的水印嵌入到原始图像的 ＬＳＢ 中 ， 对篡改区域进行

准确定位 。 Ｚｈａｎ ｇ等人
［
３ １

］

利用奇异值分解后左 、右

奇异值矩阵的关系提 出
一

种脆弱水印算法 ，该算法

与 Ａｚ ｅｒｏｕａ ｌ 等人的方法不同 ，
该算法直接对载体图

像的每一子块进行奇异值分解 ，并根据左 、右奇异值

矩阵的第
一

列的乘积构造二值特征矩阵 ， 最后将该

特征矩阵嵌人载体图 像的最低有效位 中 。 侯翔等

人
［
３２

］

利用坐标网格分块的矢量地 图脆弱水印算法

对地图进行分块时 ，利用地图的地理坐标进行划分 ，

这种分块方式保证了地图坐标信息 的完整性 。 为了

防止数据点溢出而造成数据认证失败 ，该算法通过

修改数据点与子块边距的最短距离来确保数据点保

留在数据子块中 ，相 比传统的认证方法 ，具有很好的

稳定性和定位精度 。

２ ． ２ 按检测方式划分

２ ． ２ ． １盲水印

盲水印的基本思想是将版权水印的整体信息量

化地嵌人到载体图像中 ，并且在检测水印信息时 ，
不

需要提供原有水印的任何信息即可完成水印的提取

过程 。 盲水印嵌人模型如下 ：

当 ％ ， ；

＝ 〗 时 ，有

Ａ
－

Ｔ
ｌ

： ｊ

－

Ｓ／４

Ａ－Ｔ
ｉ

ｆ ｊ
＋３ｘ〇／４

当 ＝〇 时 ，有

Ａ－Ｔ
ｔ

ｊ
＋５ｘａ／４

Ａ－Ｔ
ｉ ｊ

＋

（
１ ０

）

Ｔ
，

， ｉ
＾？／４

其他
（
９

）

ｒ
； ＂

． 多３ｘａ／４

其他

式中 ，

７＾ ．

＝
ｍｏｄ

（
Ａ

；ｗ
．

，
ａ

） ，
Ａ 表示最大奇异值 ，

ａ 为

最大量化参数 ， ％￣
为二值水印 中 的像素值 。 由 于

盲水印便捷 、实用 的特性 ，
因此被广泛使用于图像的

版权保护 。 如文献 ［

３３
］利用 ＤＷＴ 和 ＳＶＤ 来获取载

体图像的最大奇异值 ， 然后对奇异值矩阵的后 ７ 位

进行循环移动 ，将水印信息嵌人到载体图像的亮度

分量中 。 该方法对于小尺度的剪切攻击具有较好的

抵抗性 能 ， 但提取 的 水 印 图 像含 噪 声点 较多 。

Ｔｈａｎｋｉ 等人
［
３ ４

］

利用 Ｃｕｒｖｅ ｌｅｔ 变换获得载体 图像的

高频 Ｃｕｒｖｅｌｅ ｔ 系数 ，然后利用冗余离散小波变换 （ ｒｅ
？

ｄｕｎ ｄａｎｔｄｉ ｓｃｒｅｔｅｗａｖｅｌｅ ｔｔｒａｎ ｓｆｏｒｍ
，ＲＤＷＴ

）将水 印信

息分别嵌入每子块的 ＲＤＷＴ 中 。 由 于 Ｃｕｒｖｅ ｌｅｔ 变换

对于图像的曲线特性表现性较强 ， 同时 ＲＤＷＴ 采用

非下采样机制对图像进行变换 ，
可 以有效地保证图

像的平移不变性 ，
因此克服 了小波变换下采样后小

波系数变化较快的不足 。

盲水印的最大缺点是对于剪切攻击提取的水印

会出现局部缺失的现象 ， 如文献 ［
３５ －３７

］提出 的盲水

印算法 ，在图像的剪切位置 出现 了水印 局部缺失现

象 。 由 于载体图像受到剪切攻击时 ， 载体图像的局

部低频信息被置为零 ，
因此提取的版权水印在局部

出现缺失的现象 。 这种局部缺失现象对于普通的水

印版权标识影响较小 ，但对于以二维码作为版权图

像的水印算法而言 ，
可能会造成版权信息无法读取

的情形 。 如 Ｌｉ 和 Ｃｕｉ

［
３ Ｓ

］

提出一种基于 Ｑ
Ｒ 码的盲水

印算法
，
在剪切攻击下无法提取完整 的水印信息 。

为 了 克服 盲水 印 在几 何 攻击 方 面 的 缺点 ，
文

献 ［
３９

，

４０
］提出 了

一

种抗几何攻击的盲水印算法 。

文献 ［

３９
］利用 Ｄ

ｉ
ｒｅｃｔ ｉｏｎｌｅｔ 变换的倾斜式各向异性 ，

构造水印的同步信息 ，并直接以 图像边缘的方向为

参考方向将水印嵌入 ， 由 于选取的边缘斜率不易发

生变化 ， 因此在受到攻击时 ， 抗几何性能较强 。 与文

献 ［
３９

］不 同 ，文献 ［
４０

］ 则利用尺度不变特征变换

（ ｓｃａｌｅ ｉｎ ｖａｒｉａｎｔｆｅａ ｔｕ ｒｅ ｔｒａｎｓ ｆｏ ｒｍ
，ＳＩＦＴ

） 变换对受到

攻击后的 图像进行校正 ， 在图像旋转 ４５
°

时 ，得到的

值高达 ０ ． ９９８０
。 表明这种策略能够很大程度地

提高算法的抗几何攻击性能 。

综述分析 ，
盲水印主要存在以下几个优势 。

（
１

） 盲水印通过量化器选择与原始载体数据最

接近的数据代替原始 的载体数据 ，
因此具有较好的

保真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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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盲水印提取水印 的过程属于盲提取方式 ，

因此在进行版权认证时不需要提供任何版权信息 即

可完成水印 的提取过程 ，认证便捷 、实用 。

２ ． ２ ． ２ 非盲水印

非盲水印是指在提取版权信息时需要用户提供

水印的另一部分信息才能完成提取水印信息的 过

程 。 与盲水印不 同 ，非盲水印只是将水印 图像的特

征信息嵌入载体图像中 ， 即使载体图像受到攻击 ， 只

对部分水印信息造成影响 ，
因此

，与盲水印相 比鲁棒

性会更好 ， 其模型如式 （
１ １

）
￣

（
１ ３

）所示 。

［
１／ＳＶ

］＝ｓｖｄ
（
Ｉ

）（
１ １

）

［
ｍｓｖ

］＝ｓｖｄ （
ｗ

）（
１ ２

）

Ｓ
＇

＝Ｓ＋ａ ｘ ｓ（
１ ３

）

式中 ｓＷ 为奇异值分解操作 ，

／ 为载体图像 ，

ｗ 为水

印 图像 ，
、
Ｆ和 《 、 ｓ 、 Ｖ 分别表示载体图像与版权

水印的左奇异矩阵 、奇异值矩阵 、右奇异矩 阵 ，

ｓ
＇

为

嵌人水印信息后的奇异值矩 阵 ，

ａ 为嵌人强度 。 由

非盲水印的模型可 以看 出
，嵌入过程 只是将水印的

奇异值嵌人到载体图像的奇异值中 ， 因此在提取版

权水印时 ，需要提供原始水印 的左奇异值矩阵 ｃ／ 和

右奇异值矩阵 Ｖ
，该类水印算法认证过程 比较繁琐 ，

实用性能较差 。

文献 ［
４ １ ４３

］ 利用小波变换后低频信息 的稳定

性和奇异值分解的健壮性 ，
将版权信息嵌人载体图

像的低频域中 。 由 于小波变换对于高频信号 （ 如噪

声 ）具有很好的过滤作用 ，
因此在常见 的 非几何攻

击方面表现出强的鲁棒性 ，但在几何攻击方面 ，像素

位置发生较大的变化 ，小波系数影响较大 ，抵抗性能

较差 。 同时块最大奇异值虽然能表示
一

个子块的能

量信息 ，但 当载体图像局部位置的像素被剪去时 ，块

奇异值从最大值变成 ０
，
此时无法表达 图像子块的

ｆｓ息 。

由于奇异值分解在大强度的几何攻击下存在较

大的波动性 ， 为此文献 ［
４４

，

４５
］ 利用 ＳＩＦＴ 进行几何

校正以提高算法在几何攻击方面的性能 。 文献 ［
４４

］

得到的 ｉＶＣ 值均在 ０
．
９９３２ 以上 ， 而对载体图像进行

放大 ２ 倍时 ，

７ＶＣ 值仍能达到 ０ ．９７５ １ 。 文献 ［
４５

］ 先

将载体图像进行非下采样轮廓波变换 （
１ １。１１３ １＾ ３３ １１１

－

ｐ
ｌ
ｅｄ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ｔｒａｎｓ

ｆ
ｏｒｍ

，

ＮＳＣＴ
）变换获得低频信息 ，

然后利用 ＳＩＦＴ来提取载体图像的特征点 ，最后将水

印信息嵌人低频信息 中 ，对于常见 的几何攻击和组

合攻击具有较强的抵抗能力和顽健性 。 ＳＩＦＴ 特征

点的最大优势是在载体图像的像素位置或者局部缺

失时 ，仍能提取稳定 的特征点 ，
因此在抗旋转攻击 、

缩放攻击和剪切攻击上性能要优于传统的奇异值分

解 。

２ ． ２ ． ３ 零水印

虽然鲁棒水印和盲水印在鲁棒性上具有很好的

优势 ，但嵌人式水印方法大都存在鲁棒性与透明性

之间的矛盾 。 版权水印嵌人载体图像时 ，
不仅对透

明性造成
一

定影响 ， 同时还会破坏原有图像的数据

结构
，
而对于要求 内容完整性较高的信息 ，

鲁棒水印

和盲水印很难满足这种需求 。

基于鲁棒水印和盲水印在内容完整性和透明性

上的不足 ，
温泉等人

［

４６
］

提 出 了零水印 的概念 ，其基

本思想是通过提取载体图像的特征与版权水印生成

具有唯
一

性的零水印信息 ，
最后将生成的零水 印信

息注册到版权保护 中心 ， 其模型如图 ３ 所示 。 由 图

３ 可看 出载体图像构造 的特征
一

般为二值特征矩

阵 ，其 目 的是为了便于与二值版权水印进行逻辑运

算 ， 同时生成的零水印通常是杂乱无章的二值信息 ，

因此生成零水印有利于提高信息的安全性 。 在发生

版权纠纷时 ， 只需要将生成的零水印与受攻击后 的

图像特征进行逻辑运算 即可 ，这种认证方式相 比盲

水印和鲁棒水印更便捷 。

由 于零水印解决了嵌入式水印鲁棒性与透明性

之间的矛 盾 ，
因 此被广 泛用 于数字 图像 的版权保

护
［

４７４ ９
］

。 根据零水印构造的特征矩阵可以 将零水

印算法划分为基于频域变换的零水印和基于空域的

零水印 。 基于频域 的零水印通过利用 ＤＣＴ
、
ＤＷＴ

、

Ｃｕｒｖｅｌｅｔ
变换和 主 成分分 析 （ ｐｒ ｉｎｃ ｉｐａ

ｌｃ ｏｍｐｏｎ ｅｎｔ

ａｎａｌ

ｙ
ｓｉ ｓ

，

ＰＣＡ
）

［

５ °
］

等变换工具将图像从空间域变换

成频率域信息获取载体图像的低频信息 ， 然后再利

用奇异值分解构造载体图像 的特征矩阵 。 如 ２０ １４

年 Ｐｒａ ｔｈａｐ 等人
［
５ １

］

利用 Ｃｏｎｔｏｕ ｒｌｅｔ 变换提取载体图

像的低频信息 ，并通过 ＰＣＡ 构造特征信息 ，在非几

何攻击上具有较强的鲁棒性 。 而另
一种策略则是结

合密码学原理生成零水印 ，如曲长波等人
［
５２

＿５３
］

提出

—

１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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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零水 印模型

的视觉密码零水印算法 、文献 ［
５２

］通过利用视觉密

码原理得到零水印信息 ， 在小尺度的攻击上具有较

强的鲁棒性 。 而文献 ［
５ ３

］ 则利用视觉密码处理版

权图像 ，
将版权图像

一分为二
，
只用其中

一

个密钥 图

份与特征矩阵生成零水印信息 ，
而另

一密钥 图份则

用于版权认证过程 ，
该算法特点在于版权信息安全

性较高 。

基于频域变换的零水印算法需要频繁的 时 －频

变换 ， 增加了算法的复杂度 。 为此廖琪男
［ ５４ ］

直接在

图像的空域上构造 了一种基于几何校正的零水印 ，

并利用 ＳＩ ＦＴ 对旋转后 的 图像进行校正 ， 在 噪声攻

击 、旋转攻击上获得较好 的鲁棒性 ， 但其在抵抗

ＪＰＥＧ 压缩上 的性能不佳 。 基于此 ，

２０ １ ７ 年 熊 祥

光
［
５５ ＿５６

］

提出 了空域鲁棒零水印算法 ，
该算法直接在

空域上利用图像的整体均值与各个子块均值之间 的

关系构造特征矩阵 ， 由 于整体均值与各个子块的矩

阵均值是成正 比关系 ，
因此对于非几何攻击 ， 表现 出

强的鲁棒性 。 综上分析 ，零水印具有以下优点 。

（
１

）透 明性好 。 由 于零水印不需要将版权信息

嵌入载体图像 ，
因此在透明性和内容完整性上 ，该类

算法具有独特的优势 。

—

１ ５４—

（
２

）安全性高 。 零水印算法生成的零水印为唯

一

性强且杂乱无章的 图像信息 ，
即使被截获也无法

识别出真正的版权信息 ，
即零水 印产生过程等价于

对版权信息进行二次加密操作 ，
因此安全性更髙 。

２ ． ３ 按隐藏域划分

２ ． ３ ． １ 基于频域的水印算法

基于频域变换的水印算法是将图像的空间域转

换成频率域 ， 然后根据嵌入水印 的需求提取低频子

带 ，并将水印嵌人载体图像的低频域 中 。 由 于载体

图像的低频信息具有较好的隐蔽性能 ，
因 此大多数

算法都选择将水印嵌人载体图像的低频域中 ，如文

献 ［
５７

］利用 ＤＣＴ对每
一子块进行变换获取能量集

中的低频系数 ，
将水印信息嵌人每

一

子块的低频系

数中 ，然后通过 ＤＣＴ 的逆变换完成水印 的嵌入 。 由

于 ＤＣＴ 属于
一

种线性变换工具 ，
因此具有极强的能

量压缩特性 ，
但其变换过程是将载体图像的整体空

间域变换成频率域 ，属于
一

种全局变换操作 ，
不具备

局部变换特性 ，
因此在处理局部突变信号时能力较

差。

针对 ＤＣＴ 的不足 ，
文献 ［

５ ８
］提出了小波和交叉

小波树的盲水印水印算法 ， 利用离散多小波对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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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进行三级小波分解 ， 获得 ＬＬ３ 低频子带 ， 然后

根据能量系数将水印嵌人载体图 像中 。 由 于 ＤＷＴ

能够将图像信号划分成不同 的频段信息特性 ， 因此

ＤＷＴ 的这种局部特性能够很好地克服 ＤＣＴ 不能进

行局部划分的缺点 ，并且能够很好地解决信号突变

的问题 。 文献 ［
５９

，

６０
］提 出

一种对直线特征具有较

高逼近精度和稀疏表达性能的瘠波 （
Ｒ ｉｄｇｅ

ｌｅｔ ） 变换

水印算法 ，其将子块 内 的 曲线特征用瘠波的直线特

性进行逼近 ，并对每一子块进行 ＳＶＤ
， 构造载体图

像的特征矩阵 。 与 ＤＷＴ 不 同 ，瘠波变换需要将 图

像进行 Ｒａｄｏｎ 变换
［ ｗ ］

，然后再利用
一

维 ＤＷＴ 变换

提取低频系数 ，
经过 Ｒａｄｏｎ 变换后的频域系数为特

定方 向 、特定截距上原图像所有像素点 的灰度值的

叠加 ，
因此

，相 比之下 ，瘠波变换在频域变换中增加

了方 向的选择 ，
在构造 的特征 中保留 了丰 富的 图像

特征信息 。

虽然 Ｒ ｉｄ
ｇ
ｅｌｅｔ 变换在直线逼近方向上较 ＤＷＴ

更有优势 ，但是 Ｒｉｄ
ｇ
ｅｌｅ ｔ 变换很难逼近图像 中的 曲

线奇异特性 ，如果用直线去刻画 图像的 曲线边缘信

息 ，其逼近性能如 同 ＤＷＴ
—

样 。 因此
，为 了使构造

的特征矩阵包含更多的图像曲线特征 ，

２０ １ １ 年石慧

等人
［
６２

］

将载体图像进行 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 ｔ 变换 ， 然后在不

同方向的子带 中选择重要系数作为水印嵌人的位

置
， 由于充分利用 Ｃ ｏｎｔｏｕ ｒｌｅ ｔ 的多尺度 、局部化 、方向

性的特性 ，
因此在抵抗旋转 、翻转 、缩放等几何攻击

上具有很好的鲁棒性 。
２０ １２ 年 Ｂ ａｚａｒ

ｇ
ａｎｉ 等人

［
＜
３

］

比

较了基于 ＤＷＴ
、
Ｃｕ ｒｖｅｌｅｔ

、
Ｃ ｏｎｔｏｕ ｒｌｅｔ 变换的鲁棒性

能 。 实验结果表明 ，
基于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ｌｅ ｔ 域的水印算法在

抵抗噪声 、滤波 、旋转 、缩放攻击上鲁棒性都优于基

于 ＤＷＴ 的水印算法 ，然而对剪切攻击的抵抗能力

要差 。 主要原因是 ＤＷＴ 局部特性只考虑 图像的近

似方 向的信号 ，
而 Ｃｕｒｖｅ ｌｅｔ 和 Ｃｏｕｔｏｕｒｌｅ ｔ 得到的近似

分量包含其他方向的能量值最大的信息 ，
因此 ，在局

部剪切 时 ，

Ｃｕｒｖｅｌｅｔ 和 Ｃ ｏｎｔｏｕｒｌｅ ｔ 丢失 的信息要 比

ＤＷＴ 的大 。 为了克服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ｌｅｔ 变换最后
一

层低频

子带没有被划分的缺陷 ，

２０ １ ７ 年鲁荣波等人
［
６４

］

提

出 Ｃ 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 域虚拟树结构的概念 ，通过计算每棵虚

拟树的均方差选择水印嵌人位置 ， 同 时利用果蝇算

法
［ ６５ ］

优化支持 向 量 回归 机
［ ６６ ］

的参数 ，
最后 利 用

ＳＶＲ 自适应地将水印信息嵌人载体图像 ，该方法与

类似的水印算法相比 ，
透明性和鲁棒性都 比较好 。

２ ． ３ ． ２ 基于空域的水印算法

虽然基于频域变换 的水印算法在透明性和抵抗

噪声 、滤波等攻击上具有很好的优势 ，
但这类算法设

计往往较为复杂 ，与频域变换的水印算法不 同 ，
基于

空域的水印则 不需要将空 间域信息转换成频域信

息 ，其基本思想是直接将水印信息嵌入载体图像的

不可见区域 ，如最低有效位 （
ＬＳＢ

）

［

６７
］

。 由于 ＬＳＢ 的

变化不会影响图像的视觉效果 ，但 ＬＳＢ 允许嵌人 的

水印信息容量较小 ， 同时载体图像受到噪声干扰时 ，

ＬＳＢ 的抗鲁棒性差 。 为 此 ，

Ｚｈａｎｇ
［ ６８ ］

提出 了 基于

ＳＶＤ 分解 的空域水印算法 ，该算法将预处理后 的水

印信息量化嵌人载体图像奇异值中 ，
对于左上角剪

切得到 ＷＣ 值仍为 １ ． 〇〇〇〇 。２ ０１ ８ 年 曲长波等人
［ ６９ ］

提

出
一

种空间彩色水印算法 ，该方法有两个优点 ，其
一

是不需要进行频域变换 ，
且能抵抗较大强度的鲁棒

攻击 ；其二是利用彩色版权标识构造 了彩色的零水

印 ，相比传统的二值零水印安全性更高 ，
且信息表达

更丰富 。 ２０ １９ 年 Ａｂｒａｈａｍ 和 Ｐｕａｌ

［
７ °

］

提 出高透明性

的空域水印算法 ，
该方法将水印嵌人彩色图像的蓝

色分量中 ， 由 于彩色 图像具有 ２４ 位的容量信息 ， 当

其中
一

个颜色分量发生改变时 ，
对于彩色载体图像

的影响较小 ， 因此 ，
嵌人在其中的水印信息具有较好

的隐蔽性 。

根据对以上文献中算法的分析 ， 各种算法所采

用的技术以及优缺点如表 １ 所示 。 针对表 １ 中给出

的水印算法的特点 ，
总结出数字 图像水印关于所使

用技术和版权信息的整体脉络如下 。

（
１

）从技术特点来看 ， 大部分算法都选择 ＤＷＴ

及其改进技术作为频域变换工具 ，
主要 由 于小波变

换所分解的低频信息能够有效提高算法的鲁棒性 ，

同时结合 ＳＶＤ
、Ｑ
Ｒ 分解使得算法在抵抗几何攻击

方面具有很好的性能 。

（
２

）从所使用 的水印 图像类型来看 ，
现有 的水

印算法大都使用大小为 ６４ｘ６４ 的二值图像作为版

权信息 ，
主要 由于嵌入较小 的版权信息不会破坏图

像的视觉效果 。

（
３

）从算法类型来看 ， 非盲水印相 比于盲水印

—

１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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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 、鲁棒水印算法 、脆弱水印算法 、零水印算法嵌

人的水印信息更大 ，
主要 由 于非盲水印只嵌人 了部

分水印信息 ，
因此提取信息时 ，需要额外 的水印信

息 ，
这也是非盲水印 的不足之处 。

（
４

）从算法的优缺来看 ，
不 同类型的水印算法

都拥有各 自 的特点 ，这主要取决于算法的用途 ，如脆

弱水印与盲水印相 比 ，脆弱水印主要侧重于篡改位

置的准确定位 ，而盲水印则侧重于受攻击后的信息

盲检测的过程 。 对同
一

种类型的水印技术的不 同水

印算法 ，
主要考虑鲁棒性与透明性 ，如一些算法虽然

能抵抗大角度的旋转攻击 ， 但透明性较差 。

表 １ 水印技术算法分析

水印技术

鲁棒水印

脆弱水印

盲水印

非盲水印

零水印

文献技术特点优点缺点水印类型 （大小 ）

［
１ ３

］

［
２６

］

［
２ ８

］

［
２ ９

］

［

３ ０
］

［
３ ３

］

［
３ ４

］

［
３ ９

］

［
４４

］

［
４５

］

［
５ １

］

［
５ ３

］

［
５５

－

５ ６
］

ＤＷＴ
、 ＳＶＤ

尤其对于抗旋转攻击 版权认证过程繁琐
二值水印 （ ６４ ｘ ６４ ）

双奇异值分解 ，

小波变换

ＤＣＴ变换
，
Ｌｏｇｉ ｓｔ ｉｃ

混沌映射

Ａｒｎ ｏｌｄ 置乱 、

Ｌｏｇｉ ｓｔｉ ｃ加密 、

ＬＳＢ 最低有效位

Ｆａｂ ｅｒ－Ｓｃｈａｕｄｅｒ 、
ＤＣＴ

，

ＬＳＢ 最低有效位

ＤＷＴ和ＳＶＤ

ＤＣｕＴ和ＲＤＷＴ

Ｄｉ ｒｅｃ ｔ
ｉｏｎｌ ｅ ｔ变换

小波变换 、 ＳＩＦＴ

校正

ＮＳＣＴ变换
，
ＳＩＦＴ

校正

Ｃｏｎｔ ｏｕ ｉｉｅ ｔ
变换 、

ＰＣＡ

Ｃｕ ｒｖｅｒｌ ｅ ｔ变换 、
ＳＶ Ｄ

、

视觉密码

子块均值与整体均值

之间的关系

抗噪声 、滤波 、

旋转攻击

算法简洁 ，
篡改

定位准确

安全性和鲁棒性好

篡改定位准确 ，

实时

抗小尺度非几何

攻击性能好

计算速度快 、透明

性好

抗几何攻击性能好

抗几何攻击能力强

抗旋转攻击能力强

对几何攻击和非

几何攻击都表现 出

强鲁棒性

鲁棒性和安全性都

比较好

对于非几何攻击 ，

表现 出强 的鲁棒性

抗鲁棒性攻击

能力弱

无法定位在滤波

攻击和 ＪＰＥＧ 压缩

攻击后的篡改位置

性差

对缩放攻击无法提

取清晰版权信息

和旋转攻击

二值水印 （ ４ ｘ ４ ）

二值水印

（ ２５ ６ｘ ２５６ ）

二值水印 （
６４ ｘ ６４

）

二值水印 （
３２ｘ ３ ２

）

二值水印 （ ６４ ｘ ６４ ）

二值水印 （ ６４ｘ６４
）

二值水印 （
６４ ｘ ６４

）

二值水印 （
１ ６ ｘ １ ６ ）

二值水印 （ ６４ ｘ ６４
）

二值水印 （ ６４ ｘ ６４ ）

注 ：

…表示无此项

３ 攻 击

水印攻击方式包括鲁棒性攻击 、表示攻击以及

解释攻击等 。 鲁棒性攻击是最常见的攻击手段 ，
也

是最有效的检验手段 。 表示攻击可 以让检测器检测

—

１ ５６—

不到水印 的存在 。 解释攻击与鲁棒性攻击原理相

反
，
利用水印技术的逆方法伪造水印 ，

以达到伪造水

印的所有权的 目 的 。

３ ． １ 鲁棒性攻击

鲁棒性攻击是常用 于检验算法的有效手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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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嵌人水印信息的 图像可能被人为篡改或 网络攻

击 ，
破坏提取水印算法的同步性 ，

因此水印算法在设

计完成之后 ，需要进行相应的攻击实验 。 根据攻击

的性质可以将图像攻击分为三类 ， 即非几何攻击 、几

何攻击和组合攻击 。

３ ． １ ． １ 非几何攻击

非几何攻击是对图像像素进行微小的算改或者

添加干扰值 ，该类攻击主要以削弱信号强度为主 ，常

见的非几何攻击 主要包含噪声攻击 、 滤波攻击 、

ＪＰＥＧ压缩攻击 ，具体攻击类型分类如图 ４ 所示 。

图 ４ 非几何攻击分类

如图 ４ 所示
， 同
一

种攻击可包含 ２ 种及 以上的

攻击类型 。

一种攻击中的不同类型对水印 的鲁棒性

影响也不同 ，例如噪声攻击中的高斯噪声 ，其噪声点

服从高斯分布 ，对于某个强度的噪声点 比较集中 ，
强

度较大 ，
因此对水印 的清晰度影响较大 ；

而椒盐噪声

可表示为一种逻辑噪声 ，其特点是噪声分布如 同在

图像表面撒上的椒盐 ，使得图像出现黑 白斑点 ，

一

般

对算法的影响较小 。

３ ． １ ． ２ 几何攻击

几何攻击主要是指破坏水印嵌人和提取的 同步

性 ，该类攻击通过改变 图像 的原始像素位置来达到

破坏水印的效果 。 几何攻击相 比非几何攻击对图像

的影响更大 ， 由 于其通过遮挡 、移动和旋转等操作改

变图像像素的局部或整体位置 ，在提取水印时 ，如果

仍按原始像素位置进行提取 ，则会导致版权信息提

取不全或无法提取的情形 。 常见的几何攻击如图 ５

所示。

由 图 ５
（ａ ）可以看出 ，剪切攻击的特点是使载体

图像的局部位置的像素为 〇
，属于局部攻击操作

；
如

图 ５
（ ｂ ）所示 ，旋转攻击的特点是使图像的整体像素

位置发生改变 ， 同时旋转过程中伴随着剪切操作 ，
因

此该种攻击对水印的破坏性 比较大 ； 行列偏移攻击

只是将图像的整体像素 向上下移动 ， 被移动后位置

用 〇 进行填补 ，如图 ５
（

ｃ
）所示 ；缩放攻击则是将 图

像进行放大或缩小 ，如图 ５
（
ｄ

）
所示 。

■■國Ａ
（ａ） 剪切攻击（ｂ） 旋转攻击（

ｃ
） 行列偏移（ｄ） 缩放攻击

图 ５ 几何攻击分类

３ ． １ ． ３ 组合攻击

数字信息在复杂的 网络中传输常常受到多种类

型的攻击 ，如非几何攻击 ＋ 非几何攻击 、几何攻击 ＋

非几何攻击 、
几何攻击 ＋ 几何攻击等组合类型的攻

击 。 该种攻击类型 除了影响载体图像的像素值之

外 ，
还会改变图像几何结构 ，对信息具有很大的破坏

性 。

３ ． ２ 表不攻击

表示攻击的 目 的是为了使侵权检测器不能检测

到水印的存在 。 通常使用较小的水印 图像避免检测

器的检测以达到
“

逃避
”

检测 的 目 的 。 表示攻击利

用这一特点 ， 将水印 图像分割成细小的碎片 ，使检测

器无法检测 到水印 ，导致难 以 确定信息 的所有权 。

其不会破坏原 图像 ，
只是将原始图像进行分割 ，在版

权认证时 ，
可 以将各个子块水印信息进行拼接 即可

恢复原始信息 。

３ ． ３ 解释攻击

解释攻击是利用水印 的逆算法 ，
将想要的水 印

嵌入到原图像 中 ，并保证原 图像的透明度 。 这样伪

造出来的水印信息与原水印算法得到水印信息很相

似
，
因此很难辨别 出 图像的所有权 。 但解释攻击需

要知道原水印算法的细节和嵌人方式 ， 以 便伪造 出

假的水印和虚拟的原图像 。 这种攻击的预防方式就

是构造出不可逆 的 水印算法或者不可逆的哈希过

程。 同时也可以建立
一

个可靠的第三方水印验证机

—

１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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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来保护水印信息的所有权 ， 增加数字水印技术的

安全性 。

４ 其他应 用 领域

近年来 ，随着对水印技术的深人研究 ，水印技术

也被广泛应用于其他特殊数字 图像领域 ， 如 医疗图

像 、
遥感图像 、数字地图等 。 由于这些数字图像的结

构与常见的数字图像不 同 ， 因此对原始信息 内容完

整性和透明性的要求较高 。

４
．

１ 医疗领域

医疗图像主要分为 Ｂ 超图像 、
Ｘ 照片 、 ＣＴ 影像

等 ，这类数字信息常常包含一些重要的疾病信息 ，为

医生疾病诊断提供重要依据 。 如果医疗信息受到恶

意篡改 ，将会影响医生的判断 ，
因此如何保证医疗信

息的完整性和安全性是医学图像领域
一

直面临的挑

战 。 为了防止医疗数据被恶意修改 ，通常需要对其

进行有效的身份验证 。 如文献 ［
７ １

，

７２
］提 出 了

一

种

鲁棒的非盲医学图像水印方案 ，对图像执行 Ｉ 级分

数阶小波变换 （
ｆｒａｃｔ ｉｏｎ ａｌｗａｖｅｐａｃ

ｋｅ ｔｔｒａｎｓｆｏ ｒｍ
，
ＦＲ －

ＷＰＴ
） ，并将水印嵌人修改后 的参考图像中 ，

通过测

试发现 ，
这种方法在乳腺 Ｘ 线照片上 的测试结果具

有较好鲁棒性 。

４ ． ２ 遥感领域

遥感影像主要用于实时监测和统计调查 。 由于

其信息的敏感性特点 ，对其进行版权保护 时需要考

虑到遥感地图的透 明性和完整性 。 Ｊｉａｎｇ 等人
［

７３
］

提

出了
一种应用于遥感影像的基于加密 的水印技术 ，

利用正交分解系数不变性原理和 ＤＣＴ 变换将水印

信息嵌人载体图像的低频部分 ， 该算法在抵抗非几

何攻击上具有强 的鲁棒性 。 Ｌｉ 等人
［
７４

］

提出 了
一

种

基于 四 兀小波变换 （ ｑｕａｔｅ ｒｎ
ｉｏｎｗａｖｅ ｌｅｔｔｒａｎｓｆｏ ｒｍ

，

Ｑ
ＷＴ

） 和张量分解的非盲水印算法 ， Ｑ
ＷＴ 方法可以

更好地保 留图像特征 ，
应用于彩色遥感 图像上可以

获得更好的透明性 。 Ｔｏｎｇ 等人
［
７ ５ ］

提出了
一

种应用

于遥感图像的改进的压缩感知水印算法 ， 采用提升

小波变换 、
Ｈａｄａｍ ａｒｄ 矩阵和三元水印序列来提高算

法的鲁棒性 ，并取得 了 良好的效果 。

４ ． ３ 地图版权方面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
地 图 的应用范围

—

１ ５８—

越来越广泛 。 例如 ，
百度地图 、谷歌地 图中用到的平

面地图实质上就是二维矢量地图 ， 由于地 图往往包

含一些坐标 、位置 、方 向等信息 ， 因此该类数字 图像

的版权保护主要考虑地 图信息 的透明性和安全性 。

文献 ［
７５

］提 出 了
一

种基于可逆对比度映射的二维

向量图可逆水印算法 ， 它首先选择顶点的 坐标并根

据数据精度要求选 出可 以嵌人水印的位置 ， 使用可

逆对比度将加密水印嵌人到选出的相对坐标中进行

映射转换 。 嵌人水印后 的地 图坐标信息与原始信息

一致 。

５ 研究 不足 与 未来趋势

根据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分析 ，
总结了该领域存

在的 问题及未来发展面临的挑战 。

（
１

）
基于彩色版权图像的水印算法

现阶段的 图像水印算法所使用的版权图像大都

为二值的版权标识 ，
虽然有利于图像的保真性 ，

但是

随着图像信息的快速发展和拍照设备的更新 ，客户

对于多样性的 图像需求和彩色图像使用需求越来越

大 ，
因此将彩色的 Ｌｏ

ｇ
ｏ 作为版权水印 ，

对于图像的

保真度是一项严峻的挑战 。

（
２

） 面向人工智能的水印算法

图像水印技术发展至今 ，很大部分算法仍在使

用传统的方法和工具对图像信息进行版权保护 ，然

而随着图像软件的 日益更新 ，传统的图像加密方法

对于现有的攻击方式难 以保证版权信息的鲁棒性和

清晰度 。 同时 ，
近年来 ，

人工智能 、深度学习技术在

图像处理领域上具有较强 的优势 ，
通过深度学 习技

术学习训练常见的攻击方式 ，然后对受攻击后 的载

体图像进行
“

修补
”

，实现智 能水 印嵌人 、攻击检测 、

以及智能水印提取 ， 对于抵抗鲁棒攻击具有更大 的

作用 。

（
３

） 多领域结合的水印算法

数字水印 的重要指标之
一

就是保证版权信息的

安全 ，然而现有算法大多侧重于鲁棒性和透明性 ，
对

于水印的安全性研究较少 ，
因此 ，未来数字水印技术

与密码技术相结合能够使版权保护更好地应用于复

杂的 网络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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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高效的水印算法

高透明性和强鲁棒性一直是水印算法的两个重

要指标 ，然而随着图像尺寸不断增大 ，在水印的嵌人

和提取过程中 ，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进行矩阵运算 。

多核并行处理器的引 人 ， 能够高效地解决大矩阵运

算的效率问题 ， 因此 ， 在数字 图像水印技术中 利用

ＧＰＵ 的并行计算特性能够提高嵌入和提取水印 的

时间效率 。

６ 结 论

近年来 ，数字信息 的版权保护越来越受到人们

的关注 ，尤其在数字 图像领域 ，
图像信息的版权保护

和安全性更是人们重点关注的信息之一 。 本文主要

围绕数字图像方面的水印算法和研究现状进行了梳

理 、分类 ， 总结了数字 图像水印算法 的优势与不足 ，

列举了几种水印攻击方式 ，并阐述 了预防方法 。 对

比分析了小波变换相关的技术 ，
总结了各种水印技

术的模型公式 ，尤其重点讨论了零水印 的原理及其

优缺点 。 这为后续 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

对数字图像版权保护技术 的发展起到
一定的推动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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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８９
－２ １ ９９

［
１２

］
朱新 山 ， 陈砚鸣 ，

董宏辉
， 等 ． 基于双域信息融合的

鲁棒二值文本图像水印 ［
Ｊ

］
． 计算机学报 ，

２０ １ ４
，３ ７

（ ６ ） ：
１ ３５２

－ １ ３６４

［
１３

］Ｎｇ
ｕ
ｙ
ｅｎＴＨ

，Ｄｕ ｏｎ
ｇＤＭ ，Ｄｕ ｏｎｇＤＡ ．Ｒｏｂｕ ｓｔ ａｎｄｈ ｉ

ｇｈ

ｃａ
ｐ
ａｃ ｉ

ｔ
ｙ
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 ｉｎ

ｇ
ｆｏｒｉｍａ

ｇ
ｅｂａｓｅｄ ｏｎＤＷＴ－

ＳＶＤ
 ［
Ｃ

］

／／Ｔｈｅ２０ １ ５ＩＥＥＥＲ ＩＶＦＩｎｔ ｅ ｒｎａｔｉ ｏｎａ
ｌＣ 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 ｉｎ
ｇａｎｄＣｏｍｍ ｕｎｉ ｃａｔ 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 ｌ

ｏ
ｇ

ｉ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Ｉｎｎ ｏｖａｔ
ｉ
ｏｎ

，
ａｎｄＶ ｉ

ｓ
ｉ
ｏｎｆｏｒ Ｆｕｔｕ ｒｅ

 （ 
Ｒ ＩＶＦ ）

，
ＧａｎＴｈｏ

，

Ｖ ｉｅ ｔｎａｍ
，２０

１５
：
８ ３

－

８ ８

［

１４
］
肖振久

，
李南

，

王永滨
，
等 ． 基于 Ｃｏｎ ｔｏｕ ｒｌｅ ｔ 奇异值分

解的强鲁棒数字水印算法 ［
Ｊ

］
． 计算机工程 ，

２０ １ ６
，４２

（
９ ）：

１３ ８ － １４３

［
１５

］Ｙａｎ
ｇ
ＹＢ

，ＺｈｏｕＹＭ ，Ｌｕ ＨＭ ，ｅｔａｌ
．Ａｒｅｓ ｌ

ｉ ｃｅ
－

ｂａｓｅｄ

ｃｏｈｅ ｓｉ ｏｎｍｅ
ｔ
ｒ ｉ ｃ ｓａｃ

ｔ
ｕａ

ｌｌ
ｙ

ｕ ｓｅｆｕ ｌ ｉｎｅｆｆｏｒｔ
－ａｗａｒｅｐｏ ｓ

ｔ
－ｒｅ －

ｌｅａｓ ｅｆａｕ ｌｔ
－

ｐ
ｒｏｎｅｎ ｅｓｓ

ｐ
ｒｅｄ ｉｃ ｔｉ ｏｎ ？ ：ａｎｅｍｐ

ｉ ｒｉｃａｌｓｔｕｄ
ｙ ［

Ｊ
］

．

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
ｔ
ｉｏｎｓｏｎＳｏｆｔ

ｗａ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 ｒｉｎｇ
，
２０ １４

，４ １

（
４

）：
３ ３ １ －３ ５７

［
１６

］Ｌ ｉｕＸＢ
，
Ｘｉ ａｏＤ

，Ｈｕａｎｇ
Ｗ

，
ｅｔ ａ

ｌ
．Ｑｕａｎｔｕｍｂ ｌ

ｏｃｋｉｍａ
ｇ
ｅ

ｅｎｃ ｒｙｐ
ｔ 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ｏｎＡｒｎｏ ｌｄ ｔｒａｎ ｓｆｏｒｍ ａｎｄｓ ｉｎｅ ｃｈａｏｔｉｆｉｃａ

－

ｔｉ ｏｎ ｍｏｄｅｌ
［
Ｊ

］
．ＩＥＥＥ Ａ ｃｃ ｅｓｓ

，
２０ １９

，７ ：５７ １ ８ ８
－

５７ １ ９９

［
１７

］Ｃｈ ｅｎＬ
，
ＳｕｎＸＹ

，

Ｌｕ Ｍ
，
ｅ ｔａ

ｌ
．Ｃｏｎ ｔｏｕｒ

ｌ
ｅｔ ｗａｔ ｅｒｍａｒｋ ｉｎ

ｇ

ａ
ｌｇ
ｏｒｉｔｈｍｂａｓｅｄ ｏｎＡｒｎｏ

ｌｄｓｃｒａｍｂｌ ｉｎ
ｇ

ａｎｄ ｓｉｎ
ｇ
ｕ

ｌ
ａｒｖａｌｕｅ

ｄｅｃｏｍｐ
ｏｓｉｔ ｉｏｎ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 ，

２０ １ ２
，
２８

（
４

） ：３８６
－３９ １

［
１ ８

］Ｔｕ ＳＦ
，
Ｈｓｕ Ｃ Ｓ．Ａ

ｊ
ｏ ｉｎ ｔｏｗｎｅｒｓｈ ｉ

ｐ ｐ
ｒｏ ｔｅｃ ｔｉ ｏｎｓｃｈｅｍ ｅｆｏｒ

ｄｉ
ｇ

ｉｔａ
ｌ ｉｍａ

ｇ
ｅｓ ｂａｓ ｅｄｏｎｖｉｓ ｕａｌ ｃｒｙｐ

ｔｏ
ｇ
ｒａ
ｐｈｙ ［

Ｊ
］

．Ｉｎ
ｔ
ｅｒｎ ａ－

—

１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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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ｉｏｎａ ｌＡｒａｂＪｏｕｒｎａ 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 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 ｏｇｙ ，
２０ １ ２

，
９

（ ３ ） ：２７６
－

２８ ３

［
１ ９

］Ｌ ｉｕＦ
，ＷｕＣＫ

，ＬｉｎＸＪ ．Ｃ ｏｌｏｕｒｖｉ ｓｕａｌｃｒ
ｙｐ

ｔ ｏ
ｇ
ｒａ
ｐ
ｈ
ｙ

ｓｃｈｅｍｅｓ
 ［

Ｊ
］

．ＩＥ Ｔ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
ｙ ，
２ ００８

，
２ （ ４ ） ：

１５ １
－

１ ６５

［
２０

］ＳｕＱＴ
，ＹｕａｎＺＨ ，Ｌｉ ｕＤＣ ．Ａｎ ａ

ｐｐ
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ｓ ｃｈｕｒｄ ｅ

－

ｃｏｍ
ｐ
ｏｓｉｔ ｉｏｎ

－

ｂａｓ ｅｄ ｓ
ｐ
ａｔｉ ａｌｄ ｏｍａｉｎｃ ｏ ｌｏｒ ｉｍａ

ｇ
ｅｗａｔ ｅｒｍ ａｒｋ

？

ｉ ｎ
ｇ
ｍｅｔｈｏｄ

［
Ｊ

］
．ＩＥＥＥＡｃ ｃｅｓｓ

，
２０ １ ８

，
７

：４３５ ８
－４３７ ０

［
２ １

 ］Ｋｈａｌ ｉｌｉ Ｍ
，
Ａｓａｔｒ

ｙ
ａｎ Ｄ ．Ｃｏｌｏｕｒｓ

ｐ
ａｃｅｓｅｆｆｅｃ ｔ ｓｏｎｉｍ

ｐ
ｒｏｖｅｄ

ｄｉ ｓｃｒｅｔ ｅｗａｖｅ ｌｅ ｔ ｔｒａｎｓ ｆｏｒｍ
－

ｂａｓｅｄｄｉ
ｇ

ｉ ｔａｌ ｉｍａ
ｇ
ｅｗａｔｅｒｍ ａｒｋ

？

ｉ ｎ
ｇ
ｕ ｓｉ ｎ

ｇ
Ａｒｎｏ ｌｄ ｔｒａｎ ｓｆｏｒｍｍａ

ｐ ［
Ｊ

］

．ＩＥＴＳ ｉ

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 ｓｓ
？

ｉｎｇ ，
２０ １ ３

，
７ （ ３ ）：１ ７７

－

１ ８７

［

２２
］Ｍｏｏｓａｚ ａｄｅｈＭ

，
Ｅｋｂ ａｔａｎｉｆａｒｄＧ ．ＡｎｅｗＤＣＴ－

ｂａｓ ｅｄ ｒｏ
？

ｂｕｓ ｔｉｍａ
ｇ
ｅｗａｔ ｅｒｍａｒｋｉｎ

ｇ
ｍｅ ｔｈｏｄｕ ｓｉ ｎ

ｇ
ｔｅａｃｈｉｎ

ｇ
－

ｌｅａｒｎｉ ｎ
ｇ
－

Ｂａｓｃｄｏ
ｐ

ｔｉｍｉｚａｔｉ ｏｎ
［ 

Ｊ
］

．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ｎＳｅｃｕｒｉ

ｔ
ｙ

ａｎｄ Ａｐｐｌ
ｉｃａ ｔ

ｉ ｏｎｓ
，

２０ １９

，

４７

；
２８

－

３ ８

［

２３
］ＲｏｙＳ ，

ＰａｌＡＫ ．Ａｂｌ
ｉ ｎｄＤＣＴｂ ａｓｅｄｃｏｌ ｏｒ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ｉ ｎ

ｇ

ａｌ
ｇ
ｏｒｉ ｔｈｍｆｏｒｅｍｂｅｄｄ ｉｎ

ｇ
ｍｕｌｔ ｉ

ｐ
ｌｅｗａ ｔ ｅｒｍａｒｋ ｓ

［ 
Ｊ

 ］

．ＡＥＵ－

Ｉｎ ｔｅ 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Ｅｌ ｅｃ ｔｒｏｎｉ ｃｓ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
ｉｏｎｓ

，

２０ １ ７
，
７

２
：
１４９

－ １ ６ １

［
２４

］Ｓ ｉｎ
ｇ
ｈ ＳＰ

，Ｂｈａｔｎａ
ｇ
ａｒ Ｇ ．Ａｎｅｗｒｏｂｕ ｓｔｗａｔ ｅｒｍａｒｋｉ ｎ

ｇ
ｓ
ｙ

ｓ
？

ｔ
ｅｍｉ ｎｉ ｎ

ｔ
ｅ
ｇ
ｅｒＤＣＴｄ ｏｍａｉｎ

［ 
Ｊ

 ］
．Ｊｏ ｕｒｎａｌｏｆＶｉｓｕａ

ｌＣｏｍ？

ｍｕｎｉ ｃａ ｔ
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ａｇ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

ｉｏｎ

９
２０ １ ８

， ５３ ：８６
－ １ ０ １

［
２５

］
郭鹏飞 ， 冯琳 ，

孙思宇 ． 新式灰度 图像盲检测数字水

印算法
［
Ｊ

］

． 计算机工程与科学 ，

２０ １ ９
，４ １

（
１

）：

１ ０８－

１ １ ６

［
２６

］ 陈青 ，
卜莹

，
李伟 ． 基 于 ＢＳＶＤ 分解和 Ｒａｄｏｎ 变换 的

ＮＳＣＴ域鲁棒水印算法 ［
Ｊ

］
． 包装工程

，

２０ １ ９
，

４０
（

１３ ） ：

２３ ３ －

２ ３８

［

２７
］Ｌｉ ｕＳ Ｈ

，
ＹａｏＨＸ

，
ＧａｏＷ

，ｅ
ｔａｌ ．Ａｎ ｉｍａ

ｇ
ｅｆｒａ

ｇ
ｉ
ｌｅｗａ

？

ｔ ｅ ｒｍａｒｋ ｓｃｈ ｅｍｅｂ ａｓｅｄｏｎｃｈａｏ ｔ
ｉｃｉｍ ａ

ｇ
ｅ
ｐ

ａｔ ｔｅｒｎ ａｎｄｐ
ｉ ｘｅｌ

－

ｐ
ａｉｒｓ

 ［
Ｊ

］

．Ａ
ｐｐ ｌ ｉｅｄＭａ ｔｈｅｍａ ｔ

ｉｃ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ｕｔａ ｔ
ｉ ｏｎ

，
２００７

，

１ ８５ （ ２ ） ：
８６９

－

８８ ２

［
２８

］
李赵红 ， 侯建军 ． 基于 Ｌｏ

ｇ
ｉ ｓ

ｔ
ｉｃ 混沌映射的 ＤＣＴ 脆弱

数字水 印算法 ［
Ｊ

］
． 电子学报

，

２００６
，３４ （

１ ２
） ：

２ １ ３４ －

２ １ ３７

［

２９
］
ＲａｗａｔＳ

，
ＲａｍａｎＢ ．Ａｃｈａｏｔ ｉｃｓ

ｙ
ｓｔｅｍｂａｓ ｅｄ ｆｒａ

ｇ
ｉ
ｌ ｅｗａｔ ｅｒ

？

ｍａｒｋｉｎ
ｇ

ｓｃｈｅｍ ｅｆｏｒｉｍａ
ｇ
ｅ ｔａｍ

ｐ
ｅｒ ｄ ｅ ｔｅｃ ｔｉ ｏｎ

［
Ｊ

］
．ＡＥＵ－ｌｎ －

ｔ ｅｒｎａ ｔ
ｉ 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Ｅｌｅｃ ｔｒｏｎｉ ｃｓ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

ｉｏｎｓ
，

２０ １ １
，６５ （

１０ ）：８４０ －

８４７

［
３０

］Ａｚｅｒｏｕａｌ Ａ
，Ａｆｄｅ ｌＫ ．Ｒｅａｌ

－

ｔ ｉｍｅｉｍａ
ｇ
ｅ ｔａｍ

ｐ
ｅｒ

ｌｏｃａｌ ｉ ｚａｔｉ ｏｎ

ｂａｓｅｄｏｎｆｒａｇ
ｉ
ｌ
ｅ 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 ｉｎ

ｇ
ａｎｄ Ｆａｂｅｒ －

Ｓ ｃｈａｕｄ ｅｒｗａｖｅ
ｌ
ｅｔ

［
Ｊ

］
．ＡＥＵ－

Ｉｎ ｔｅ 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Ｅｌ
ｅｃ ｔｒｏｎ ｉｃｓａｎｄＣｏｍ？

ｍｕｎｉ ｃａ ｔ
ｉｏｎｓ

，
２０ １ ７

，
７９ ：

２０７ －２ １ ８

［
３ １

］ＺｈａｎｇＨ ，Ｗａｎ
ｇＣＹ ，ＺｈｏｕＸ ．Ｆｒ ａｇｉ

ｌ
ｅ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ｉ ｎ

ｇ
ｆｏｒ

ｉｍａ
ｇ
ｅａｕｔｈｅｎｔ ｉｃａｔ ｉｏｎｕ ｓｉｎ

ｇ
ｔｈ ｅ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ｓ ｔｉ ｃｏｆ ＳＶＤ

 ［
Ｊ

］
．

—

１ ６０—

Ａ ｌｇｏｒｉ ｔｈｍｓ
，
２０ １７

，１０
（

１ ） ：１ ３８２
－

１３９ ６

［
３２

］ 侯翔 ，
闵连权

，
杨辉 ． 利用地理坐标网分块的矢量地

图脆弱水印方案 ［
Ｊ

］
．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 图形学学报 ，

２０ １ ８
，
 ３０ （ １ １

）：
６７

－

７３

［
３３

］
张力

， 萧嘉慰 ，
罗静云． 基于离散小波变换和奇异值

分解的盲水印算法 ［
Ｊ

］
． 计算机应用 ，

２０ １３
，３３ （ Ｓ２ ） ：

１ ５０
－

１ ５２

［
３４

］Ｔｈａｎｋ ｉＲ
，
Ｋｏ ｔｈａｒｉＡ

，
Ｔｒｉｖｅｄ ｉＤ ．Ｈ

ｙ
ｂｒｉ ｄａｎｄｂｌ ｉｎｄｗａｔｅｒ

？

ｍａｒｋｉ ｎ
ｇ

ｓ ｃｈ ｅｍｅｉ ｎＤＣｕＴ－ＲＤＷＴｄｏｍａ ｉｎ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Ｉｎｆｏ ｒｍａｔ ｉｏｎＳｅｃｕｒ 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ｐｐｌ ｉｃａ ｔｉ ｏｎｓ

 ｙ
２０ １ ９

，４６ ：
２３ １

－

２４９

［

３５
］ＮａｉｋＫ

，
Ｔｒｉｖｅｄ

ｙ
Ｓ

，
Ｐａｌ ＡＫ ．ＡｎＩＷＴｂ ａｓｅｄｂｌ

ｉｎ ｄａｎｄ

ｒｏｂｕ ｓｔ ｉｍａ
ｇ
ｅ 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 ｉｎ

ｇ
ｓｃｈ ｅｍ ｅｕ ｓｉ ｎ

ｇ
ｓｅｃｒｅ ｔｋｅ

ｙ
ｍａｔｒｉｘ

［
Ｊ

 ］

．Ｍｕｌ ｔｉｍｅｄｉ ａＴｏｏｌ ｓ ａｎｄ 
Ａ
ｐｐｌ

ｉｃａ ｔ
ｉ ｏｎｓ

，

２０ １ ８


，

７ ７

（
１ １

） ：

１ ３７ ２ １ － １ ３７５ ２

［

３６
］
陈青

，
翁旭峰 ．

一

种新的基于伪 Ｚｅｍ ｉｋ ｅ 矩 的图像盲

水印算法
［
Ｊ

］

． 计算机应用研究
，

２ ０ １ ６
，
３３ （

９ ）：

２８ １ ０
－

２ ８ １ ８

［
３７

］Ｋａｎ
ｇ
ＸＢ

，
ＺｈａｏＦ

，
ＬｉｎＧＦ

，ｅ ｔａｌ
．Ａ ｎｏｖｅｌｈ

ｙ
ｂｒｉ ｄ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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