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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测目标的SAR图像处理与应用》

前言

　　SAR（合成孔径雷达）成像技术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在近60年的发展过程中，从低分辨率、
单波段、单极化、单模式、单基地、单平台、单视角，到高分辨率、多波段、多极化、多模式、多（
双）基地、多平台、多视角，再到干涉体制和全极化干涉体制的出现，以及动目标的显示，充分显示
了其在对地观测领域中的卓越性能。目前，SAR已经在农业、林业、地质、环境、水文、海洋、灾害
、测绘等方面，以及军事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尤其在气候和环境条件恶劣、复杂的情况下
，SAR发挥了其全天候、全天时的优势。　　现代战争是高技术条件下的信息化战争，如何准确、快
速、有效地获取情报信息，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发生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几场高技术条件下
的局部战争充分显示，不论是战前的军事情报侦察还是战争态势预测，以及战时的作战效果评估，80
％以上的信息来源于军用成像侦察卫星和商业遥感卫星。然而。传统的可见光遥感虽然是一种高清晰
度的情报信息来源，但是，它必须有太阳光源的照射，黑夜不行。红外遥感是测量不同地物具有的不
同热辐射量，尽管白天黑夜均可用于情报收集，然而，它和可见光遥感一样，受到云、雨、烟、雾，
沙尘等天气的影响，而且获得的图像质量与距离有很大的关系。同时，现代战场环境日益复杂，它们
已无法满足现代战争的需求，而SAR成像遥感技术弥补了它们的缺陷，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SAR
是一种主动微波相干成像雷达，具有全天候、全天时、大面积、远距离、连续观测运动目标的能力，
具有一定的穿透植被、土壤和遮盖物的能力，侧视成像方式可探测到敌方纵深军事情报，所以，SAR
成像已成为对地观测系统和天基侦察监视系统不可缺少的重要探测技术。　　“不接触作战”、“外
科手术式”的远程精确打击已成为信息化战争的典型作战方式，其特点是远距离、大纵深、精确打击
对方的军事和政治及经济目标。其作战过程明显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长时间的远距离空中打击
，主要摧毁交通、防空设备、机场、地面指挥部、能源、通信设施等；第二阶段是地面作战。其中，
第一阶段的关键问题是“往哪里打”、“怎么打”、“打得怎么样”，也就是战前的目标侦察、战争
中的远程精确打击方式和战后的打击效果评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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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侦测目标的SAR图像处理与应用》以SAR在目标侦测领域中的应用为目标，从微波散射机理出发，
注重与侦测工程实践相结合，研究了SAR成像与目标散射特性及变化检测中的一些相关理论与技术问
题，提出了多种新的信号处理模型、思路和方法。主要包括SAR成像数据预处理及成像算法，SAR图
像预处理中的斑点噪声抑制与图像配准，SAR目标的增强与检测，目标的散射特性及其变化检测
，SAR在侦测领域中的典型应用。
《侦测目标的SAR图像处理与应用》理论性和实用性强，既可作为从事SAR图像处理及应用的科研人
员阅读，又可作为高等院校教师、研究生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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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侦测信号的处理与实现是侦测信号处理的主要研究内容。按获取侦测情报的目的和任务来划分，
亦可以分为目标侦察信号处理、效果侦察信号处理和测量信号处理。这几类侦测信号处理的实现可分
为软件实现（主要是计算机软件加计算机及其辅助设备，多为事后处理）和硬件实现（各种专用信号
处理器加上其中的专用软件，以及各种信号处理芯片的组合与相应的硬件设备）。在侦测工程信号处
理中，最能说明软、硬件结合的信号处理实现是雷达侦察系统。所谓雷达侦察系统，是一个雷达信号
的截获和处理设备。雷达侦察系统的前端是天线和接收机组成的接收系统，它进行射频雷达信号的截
获和测频、测向、测极化，完成射频信号处理，并将射频信号变换为视频信号（模拟的和数字的），
以供进一步的信号处理。这一过程实际上是雷达信号的采集与预处理过程。雷达侦察系统的后端包括
信号处理设备、终端设备和控制设备，后端进行视频信号和数字信号的处理，完成对信号的分选、分
析和识别。以及信号的显示、存储、记录和系统的控制。现代雷达侦察系统一般把信号处理分系统作
为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而位于整个侦察系统的核心地位，以完成对侦察信号的自动分选、分析和识别
任务。信号处理分系统通常包括预处理机和主处理机。预处理机对接收系统（前端）来的密集信号进
行相关处理和分选，降低数据率并为主处理机准备数据。预处理一般由高速数字电路、微处理机及数
据缓存电路组成。主处理机通常是一部高速电子计算机，它进行复杂信号的分选、辐射源识别、目标
识别，确定威胁等级及识别可信度。主处理机还担负着对整个侦察系统的控制、威胁告警、数据显示
和记录等任务。　　在现代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中，为了适应现代电子对抗的信号环境，各种侦
察系统还必须具备反对抗的能力和反侦察的能力，这使信号处理内容将越来越复杂，对信号处理的方
法与技术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数字信号处理的方法和技术种类繁多、内容丰富；相应地，侦侧信
号处理的方法亦是丰富多彩。前面，我们从数字信号处理学科的研究内容方面作了粗略的划分。概括
说来，数字信号处理方法从信号的特点来分，包括一维信号处理方法和多维信号处理方法，确定性信
号处理方法和随机信号处理方法，周期信号处理方法与非周期信号处理方法。随机信号处理方法中又
可分平稳信号处理方法和非平稳（时变）信号处理方法，高斯信号处理方法和非高斯信号处理方法。
从分析、加工的方式来分，包括信号采集与预处理方法（包括量化效应等），信号变换（频谱分析等
）方法，滤波方法（线性滤波与非线性滤波），谱估计方法（有经典谱估计与现代谱估计，非参数化
谱估计与参数化谱估计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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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写的很好，很实际，对有关问题说的很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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