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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图形处理芯片技术的

发展也日益成熟。

目前 GPU 已经成为比较强大的计算设备，尤其是在

可编程图像处理方面，已经超越过于传统处理方式的数

十倍甚至更多，同时也使得可编程图像处理器成为计算

机技术发展的主力军。并打破了过去 CPU 独大的僵局，

彻底改变了计算机行业发展的方向和规模。

相较于 CPU 而言，GPU 具有更强大的市场动力，因

此在发展速度上远超 CPU 的发展，在发展速度上，GPU

的发展已经遥遥领先，超过了计算机摩尔定律，成为新

时期计算机技术的发展重要节点。同时并行计算虽然起

步较晚，但仍然得到了一定的重视，尤其时随着多核开

发环境的日趋成熟，并行计算的发展速度也有了一定的

进步。本文即详细的分析了 GPU 并行计算在图像处理中

的应用方式，从而更好的提高计算能力，推动计算机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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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并行计算方法

并行计算作为一项新型学科，虽然发展和起步的时

间较晚，但在投入使用后得到了比较不错的反响，因此也

值得大力推广和应用。相较于串行计算，并行计算主要分

为时间并行和空间并行两种类型。其中时间并行也就是我

们常说的流水线技术，空间并行则是用以执行计算。

针对这一课题的需要，我们主要研究并行计算中的

空间并行。空间并行又可以从程序和算法设计人员角度

来分为数据并行和任务并行。其中数据并行是将一整个

任务划分为若干个小任务而后逐一完成，以此来达到提

高处理效率的目的。数据并行算法中，主要包括以下四

种算法：

一是通过将多核的 CPU 分为 4 核或者 8 核，核的数

量越多计算能力也就越强。多核 CPU 的主要优点有：1、

硬件价格较为低廉。2、软件开发较为困难。3、开发内

容过于庞杂，但资源内容较为丰富。4、多核 CPU 的维护

成本较低，软件可以不经过任何修饰在高一代的 CPU 上

运行，极大的节省了维护成本。但同时也具备一定的缺

点：1、在计算能力上受到一定的限制，不能实现对大规

模和海量数据处理的要求。2、没有任何扩展能力，必须

及时的进行更新换代。

二是多台 PC 同时计算一个任务。多台 PC 又被称为

云计算，是当前较为常用的计算方式之一。云计算的计

算优势在于：1、数据存储中心的安全系数较高，发生

数据丢失或病毒入侵的可能性较小。2、对用户的设备

要求比较低，对于用户而言，使用更加便捷。3、能够

实现不同用户之间的资源共享和数据共享。同样缺点也

较为明显：1、计算需求和硬件的成本成正比，也就是

说硬件配置越高处理能力越强。2、在软件开发方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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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较为庞杂，不利于开发。3、由于并行计算属于高端

应用，软件资源较为稀少，因此这一计算方式对接的开

发资源也较为稀少。4、维护成本过高，需要配备专业

的维护人员。

三是多 CPU 大型机。优点在于性能较为强大，能够

满足所有需求。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缺点：1、制造工艺

的体积较为庞大，制造成本过高。2、软件开发困难，对

于专业人员的专业水平要求较高，需要具备一定的开发

经验。3、缺少软件资源。4、后续的维护和运营成本过

高，部分问题并不能得到及时的解决。

四是在协作处理方面，CPU 更倾向于逻辑计算，而

GPU 更倾向于与数学计算，因此这两中处理方式只有在

并行计算的基础上，才能具有较强的计算能力，才能极

大地提高了计算效率。同时还有硬件成本低、硬件升级

较为便捷，维护成本较低以及功耗低等。但同时也具备

一定的缺点：1、对于开发人员而言，需要习得新的编

程语言来应对软件开发中遇到的困难。2、并行计算作

为一门新型学科，无论是软件资源还是专业水平都具有

一定的发展空间。3、协作处理在控制能力方面仍然有

所欠缺，属于非通用型设计。4、计算方式上有明确的

程序和要求。5、计算过程所消耗的时间较长，在处理

较多的数据上具有一定的优势，处理部分小数据上的效

率并不明显。

2　图像处理并行算法应用分析

2.1 高斯模糊算法并行化

高斯模糊算法是图像处理中较为常用的计算方式之

一。相较于其他计算方式而言，高斯模糊算法具有能够

减少图像噪声，降低细节层次等优点。但同时也具有一

定的局限性，即这一算法在并行算法中并不能进行有效

的转化。也就是说高斯模糊算法必须要严格遵循 CUDA

多线程框架处理的重构程序。尤其是在将图像模糊化的

过程中，要始终确保高斯矩阵之间不具备相关性，从而

达到分开处理的目的，将不同的任务划分为若干个小模

块，再进行计算，提高计算效率。

在计算过程中，高斯模糊算法首先要导入所需要处

理图片的原始图形，再将图像像素以水平和垂直两方面

分块后进行处理。最后将所有分块后的小任务部分的处

理结果进行整合，以此来完成高斯模糊算法，提高高斯

模糊算法的效率。

2.2 彩色负片处理算法并行化

彩色负片算法无论是在处理方式上还是在处理过程

中都需要小韩大量的时间，这主要是由于彩色负片算法

在并行计算中，需要先对各个像素点进行处理后再进行

分析。但就操作方式上来看，彩色负片法的处理方式较

为简单，即读入图像后，将图像遍布在像素点中，从而

获取到相应的数据信息，再通过彩色负片法将这些数据

信息进行整合得到最终的数值，而这一数值就可以生成

新的图像。

相较于高斯模糊算法而言，彩色负片法在计算方式

和图像处理上都是独立的，即在处理过程中，某一点的

像素数值发生变化，其他的数值点并不会发生改变。因

此彩色负片法更适用于 GPU 多线程并行运算中，通过做

好图像的数据信息来整合成新的图像。

2.3 透明合并处理算法并行化

透明合并处理算法在于将图像实现半透明化的效

果。透明合并处理算法的并行化公式如图 1 所示。我们

将需要处理的不透明图像设置为 A，透明物体设置为 B，

在经过透明合并处理算法之后，将所形成的新的颜色图

像设置为 C。那么在经过计算以后，B 就会得到一个数

值，这一数值的大小要控制在 0-1 之间。其中在这一数

值中，0 表示这一物体已经完全透明，1 表示这一物体

完全不透明。

图1

由公式我们可以看出不同数值中所代表的像素颜色

的分量。并且透明合并处理算法在混合处理方面比较简

洁，通过这类算法能够获得烟雾、火光以及阴影等半透

明效果。同时在基于 GUDA 框架中，想要同时处理两幅

需要混合并且透明的图像，一是要先确定图像的存储位

置；二是要选定图像需要处理的范围；三是将图像需要

处理的部分划分为单元格，并通过 CPU 来控制这些单元

格；四是将这些已经分配好的单元格分别通过多线程处

理器来进行处理和运算。相较于其他的处理方式而言，

这一处理方式在操作上较为简单，并且在操作过程中不

需要过多的逻辑控制。即使是面对不同的处理对象，在

整体的处理方式上也是相似的。同时不同的处理对象之

间也并不相关，因此透明合并处理算法的优点在于具有

有较大的便捷性和高效性。

3　结语

综上所述，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促进了计算机技

术的告诉发展，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图像处理

中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同时在这一背景下人们对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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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处理的质量和效率要求也在不断提高。本文详细的分

析了当前比较常见的图像处理方式，例如高斯模糊处理、

彩色负片处理以及透明合并处理等。这些图像处理方式

都需要以 GUDA 编程框架为基础，再利用 GPU 多线程模

块并行的处理方式来对图像进行高效处理，能够极大的

提高图像的像素质量和处理速率，对于计算机技术水平

的提高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在基于 CUDA 的

架构上，通过编程语言来实现 GPU 的图像处理算法，充

分发挥 GPU 这一图像处理算法的有效性和高效性，能够

有效提高图像或视频像素的质量，同时多元化的处理方

式也极大的满足了不同图像处理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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