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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依据干涉图零中频矢量滤波经验，设计了多波段ＩｎＳＡＲ干涉图的差分滤波相位解缠方法。该方法将较短波长干

涉图与较长波长干涉图的解缠结果进行差分处理，以降低干涉条纹频率，提高滤波效果和相位解 缠 性 能，从 而 以 较 长 波

长干涉图的解缠结果指导较短波长干涉图的相位解缠。充分利用不同波段干涉图之间的互补相 位 信 息，提 高 相 位 解 缠

的可靠性和解缠精度。采用由ＤＥＭ仿真的多波段干涉图进行了相位解缠 试 验，得 到 了 满 意 的 解 缠 结 果，验 证 了 该 解 缠

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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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合成孔 径 雷 达 干 涉 测 量［１－３］（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ｉｃ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ａｐｅｒｔｕｒｅ　ｒａｄａｒ，ＩｎＳＡＲ）技术发展迅速，
在快速地形测绘和地表形变监测中表现出非凡优

势。为了增强对地形陡峭地区的干涉处理能力，
提高反演数字高程模型（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ＤＥＭ）的可靠 性 和 精 度，各 国 研 究 者 已 将 目 光 聚

焦于多波段、多基线ＩｎＳＡＲ技术。
在多波段、多 基 线ＩｎＳＡＲ处 理 中，相 位 解 缠

仍是一个关 键 问 题。在 多 波 段ＩｎＳＡＲ相 位 解 缠

方面，国内外已 有 一 些 研 究 基 础。文 献［４］较 早

地介绍了利用不同数学方法进行多频（多波段）、

多基线ＩｎＳＡＲ相位解缠的思想；文献［５］利用两

邻近载频扩大相位模糊区间，从而可避免相位模

糊，为ＩｎＳＡＲ处理提供了新思路；文献［６］将最小

均方（ｌｅａｓｔ　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ｓ，ＬＭＳ）用于多波段、多

基 线ＩｎＳＡＲ 相 位 解 缠；文 献［７］将 最 大 似 然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方 法 用 于 多 通 道 相 位 解

缠。在多波段ＩｎＳＡＲ获取高精度ＤＥＭ 方面，文

献［８—１４］先后进行了研究，通过对多波段干涉数

据的组合处理提高高程信息反演精度。
国 内 机 载 双 天 线 ＩｎＳＡＲ 系 统 已 成 功 应

用［１５］，但尚无专门的多波段ＩｎＳＡＲ系统，为了促

进我 国 多 波 段ＩｎＳＡＲ技 术 的 发 展，本 文 利 用 由

ＤＥＭ仿真的多波段ＩｎＳＡＲ干涉图进行了相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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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研究和试验。依据干涉图零中频矢量滤波能够

对密集条纹干涉图进行零中频处理，有效降低干

涉条纹频率并得到较好滤波效果的经验［１６］，利用

较长波长干涉图的解缠结果构建参考干涉图并对

较短波长干涉图进行差分处理，降低条纹频率，提
高滤波效果，去除相位欠采样，解决频谱混叠，设

计了以较长波长干涉图的解缠结果指导较短波长

干涉图进行相位 解 缠 的 多 波 段ＩｎＳＡＲ差 分 滤 波

相位解缠方法。通过试验，验证了该方法能把不

同波段的干涉数据进行组合处理，可逐步精化解

缠结果，从而提高相位解缠的可靠性和精度。

２　多波段ＩｎＳＡＲ基本原理

如图１所示为ＩｎＳＡＲ基本几何原理示意图。
记主天线相位中心为Ｓ１，辅天线相位中心为Ｓ２，

Ｓ１ 的航高为Ｈ，地面点Ｐ的高 程 为ｈ，对 应 侧 视

角为θ，Ｓ１ 和Ｓ２ 形 成 的 基 线 长 度 为Ｂ，基 线 水 平

角为α，Ｓ１ 到Ｐ 的 斜 距 为Ｒ，Ｓ２ 到Ｐ 的 斜 距 为

Ｒ′，Ｒ和Ｒ′之间的斜距差为ΔＲ。

图１　ＩｎＳＡＲ几何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　ｍａｐ　ｏｆ　ＩｎＳＡＲ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根据ＩｎＳＡＲ基本原理可知，Ｐ点高程ｈ为

ｈ＝Ｈ－Ｒｃｏｓθ （１）
式中

θ＝π２＋α－β
（２）

在△Ｓ１Ｓ２Ｐ中，根据余弦定理有

ｃｏｓβ＝
Ｒ２＋Ｂ２－（Ｒ－ΔＲ）２

２ＲＢ ＝ΔＲＢ ＋
Ｂ
２Ｒ－

ΔＲ２
２ＲＢ
（３）

则β为

β＝ａｒｃｃｏｓ（
ΔＲ
Ｂ ＋

Ｂ
２Ｒ－

ΔＲ２
２ＲＢ

） （４）

联立式（１）、（２）和式（４），可得

ｈ＝Ｈ－Ｒｃｏｓ π２＋α－ａｒｃｃｏｓ
（ΔＲ
Ｂ ＋

Ｂ
２Ｒ－

ΔＲ２
２ＲＢ（ ））

（５）

对于单发双收式的ＩｎＳＡＲ系 统，ΔＲ与 理 论

干涉相位Δａ 的关系为

ΔＲ＝λΔａ／２π （６）
此时

ｄｈ＝ ｈΔａ
ｄΔａ≈

λＲｓｉｎθ
２πＢｃｏｓ（θ－α）ｄΔａ

（７）

对于单发单收式的ＩｎＳＡＲ系 统，ΔＲ与 理 论

干涉相位Δａ 的关系为

ΔＲ＝λΔａ／４π （８）

ｄｈ≈ λＲｓｉｎθ
２πＢｃｏｓ（θ－α）ｄΔａ

（９）

由式（７）、（９）可知，波长λ越短，等量的 高 程

变化对应的相位变化越大，干涉相位越容易出现

欠采样，相位解缠越难；但是，波长λ越短，所能反

演的高程精度越高。
为了分析问题方便，假定所采用的是 三 波 段

重复轨道ＩｎＳＡＲ系统，各波段的系统参数仅波长

不同。令波长分别为λ１、λ２ 和λ３，则有

ｄΔＲ＝λ１ｄΔａ１／４π＝λ２ｄΔａ２／４π＝λ３ｄΔａ３／４π
（１０）

因此

λ１ｄΔａ１＝λ２ｄΔａ２＝λ３ｄΔａ３ （１１）

３　多波段ＩｎＳＡＲ差分滤波相位解缠方法

各波段干涉图之间的精确匹配是成功进行差

分滤波相位解缠的基础。为了确保干涉图的子像

元级配准，可将波长最长ＩｎＳＡＲ主影像作为基准

影像，采用强度影像相关系数匹配与最小二乘匹

配相结合的策略，对其余各影像进行准配和重采

样，再计算以最长波长主影像为基准的各干涉图。
假定各波段波长由长至短依次排列为λ１，λ２，

…，λＮ（Ｎ 为 波 段 数），相 应 的Ｎ 幅 干 涉 图 分 别 为

Ｉｎｔｅｒ１，Ｉｎｔｅｒ２，…，ＩｎｔｅｒＮ。根据对ＩｎＳＡＲ基本原理的

分析可知：在相位噪声相当的情况下，由最长波长获

取的干涉图Ｉｎｔｅｒ１ 条纹最稀疏，干涉质量最好，相位

解缠最容易；由最短波长获取的干涉图ＩｎｔｅｒＮ 条纹

最密集，干涉质量最差，相位解缠最困难。
由式（１１）可知，干涉图Ｉｎｔｅｒｉ（ｉ＝１，２，…，Ｎ）

和Ｉｎｔｅｒｊ（ｊ＝１，２，…，Ｎ；ｊ＞ｉ）对应像元处的真实

干涉相位微分存在如下关系

ｄａｉ
ｄａｊ

＝λｊλｉ
（１２）

式（１２）表明任意两波段干涉图中对应的真实干涉

相位微分与波长成反比。实际情况下，由于噪声

因素的影响，解缠后的干涉相位微分不能严格满

５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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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此式。
在最长波长干涉图已正确解缠的基 础 上，为

了提高对较短波长、较高频率干涉图的解缠效果，
可根据式（１２），逐点计算其解缠后的干涉相位微

分参考值ｄ
０
ａｊ＝
ｄａｉ
λｊλｉ

，再将较短波长的干涉图与

该参考值进行差分处理，从而降低干涉条纹频率，
提高干涉图滤波效果和干涉质量，减少干涉相位

欠采样，解决频谱混叠，提高相位解缠质量。
在进行差分处理时，需要利用较长波 长 干 涉

图Ｉｎｔｅｒｉ 的解缠 干 涉 相 位ｉ 来 构 造 较 短 波 长 干

涉图Ｉｎｔｅｒｊ 的 基 准 干 涉 图Ｉｎｔｅｒ０ｊ，相 应 像 元 的 相

位值
０
ｊ 为


０
ｊ＝ｉλｊ

·λｉ （１３）

再将干涉图Ｉｎｔｅｒｊ 与基准干涉图Ｉｎｔｅｒ０ｊ 作差

分，得到差分干涉图ＤＩｎｔｅｒｊ

ＤＩｎｔｅｒｊ＝Ｉｎｔｅｒｊ－Ｉｎｔｅｒ０ｊ （１４）
通过差分处理，可以降低较短波长干 涉 图 的

干涉条纹频率，减少相位欠采样，解决频谱混叠问

题。干涉图Ｉｎｔｅｒｊ 中包含高精度高程信息的高频

部分被有效地降低到低频，既有利于滤波处理又

有利于相位解缠。
对差分干 涉 图ＤＩｎｔｅｒｊ 进 行 滤 波 后，可 进 行

高质量的相位解缠，再结合基准干涉图Ｉｎｔｅｒ０ｊ，得

到干涉图Ｉｎｔｅｒｊ 的解缠结果。
按照上述思想，本文设计的多波段ＩｎＳＡＲ差

分滤波相位解缠流程如图２所示。从最长波长干

涉图Ｉｎｔｅｒ１ 的滤波和相位解缠出发，依次进行差

分滤波和相位解缠，直至最短波长 干 涉 图ＩｎｔｅｒＮ
解缠完毕。

图２　多波段ＩｎＳＡＲ差分滤波相位解缠流程

Ｆｉｇ．２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ｐｈａｓｅ　ｕｎｗｒａｐｐ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ｉｌｔｅｒ　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ｂａｎｄ　ＩｎＳＡＲ

　　多波段ＩｎＳＡＲ差 分 滤 波 相 位 解 缠 主 要 包 括

以下关键步骤：
（１）利用频 率 域 低 通 滤 波 或 者 空 间 域（零 中

频）矢量滤波等方法对最长波长、最低频率的干涉

图Ｉｎｔｅｒ１ 进行滤波处理。
（２）计算 相 干 图、伪 相 干 图 或 残 差 点 图 等 干

涉质量图。
（３）采用 质 量 图 区 域 生 长、直 接 相 位 积 分 和

移动曲面相位拟合相结合的自适应相位解缠方法

对滤波后的干涉图Ｉｎｔｅｒ１ 进行相位解缠。
（４）利用干涉图Ｉｎｔｅｒ１ 的解缠结果，根据波长

λ２ 与波 长λ１ 之 间 的 比 例 关 系，构 建 基 准 干 涉 图

Ｉｎｔｅｒ０２。若以（ｍｏｄ２π）表示按２π对求模，则基

准干涉图中各像素的相位值
０
２ 与干涉图Ｉｎｔｅｒ１ 解

缠结果中各像素相位值１ 之间的关系为


０
２＝（１λ２

·λ１）（ｍｏｄ２π） （１５）

（５）将干涉图Ｉｎｔｅｒ２ 与基准干涉图Ｉｎｔｅｒ０２ 中

相应 像 素 处 的 相 位 值 作 差 分，得 到 差 分 干 涉

图ＤＩｎｔｅｒ２

ＤＩｎｔｅｒ２＝Ｉｎｔｅｒ２－Ｉｎｔｅｒ０２ （１６）
（６）采用频率域低通滤波或空间域矢量滤波

等方法对差分干涉图２进行滤波处理；
（７）采用 质 量 图 区 域 生 长、直 接 相 位 积 分 和

移动曲面相位拟合相结合的自适应相位解缠方法

对滤波后的差分干涉图２进行相位解缠；
（８）由差分干涉图解缠结果和基准干涉图得

到干涉图２的解缠结果；
（９）参照步骤（４）—（８），依 次 由 较 长 波 长 干

涉图的解 缠 结 果 指 导 较 短 波 长 干 涉 图 的 相 位 解

缠，直至最短波长干涉图解缠完毕。

４　试　验

为了验证所设计的多波段ＩｎＳＡＲ差分 滤 波

６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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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位解缠 方 法 的 有 效 性，采 用 由 不 同 地 区 ＤＥＭ
仿真的多波段干涉图进行了相位解缠试验。仿真

多波段ＩｎＳＡＲ干 涉 图 所 用 的ＤＥＭ 之 一 为 由 网

上免费下载的海南某地区ＳＲＴＭ　９０ｍ格网间距

的ＤＥＭ，其灰度图如图３所示，相关仿真参数如

表１所示。在进行多波段干涉图仿真时，加入了

均值为０，方差为０．０３９　５ｒａｄ２ 的相位噪声。

图３　ＳＲＴＭ　９０ｍ间距的ＤＥＭ

Ｆｉｇ．３　ＳＲＴＭ　ＤＥＭ　ｓｐａｃｉｎｇ　９０ｍｅｔｅｒｓ

表１　仿真多波段ＩｎＳＡＲ干涉图所用的参数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ｂ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ｓ

参数类型 参数值

ＤＥＭ格网间距／ｍ　 ９０
宽／ｐｏｉｎｔ　 １０２４
高／ｐｏｉｎｔ　 １０２４

基线长度／ｍ　 ２０
基线水平角／（°） ０

波长１／ｍ　 ０．１８
波长２／ｍ　 ０．０９
波长３／ｍ　 ０．０６
航高／ｍ　 ２３３　０００．０

多普勒中心频率／Ｈｚ　 ０
干涉图方位向尺寸／ｍ　 ９０
干涉图距离向尺寸／ｍ　 ９０

中心侧视角／（°） ２３
相位噪声均值／ｒａｄ　 ０
相位噪声方差／ｒａｄ２　 ０．０３９　５

图４（ａ）至 图（ｃ）为 仿 真 的 多 波 段 干 涉 图，干

涉图大小如表２所 示。图４（ｄ）为 干 涉 图１的 矢

量滤 波 结 果，图４（ｅ）为 干 涉 图１的 解 缠 结 果，
图４（ｆ）为根据波 长 比 例 关 系 由 干 涉 图１的 解 缠

结果构建的基准（模糊）干涉图２，图４（ｇ）为干涉

图２与 基 准 干 涉 图２作 差 分 得 到 的 差 分 干 涉

图２，图４（ｈ）为 差 分 干 涉 图２的 矢 量 滤 波 结 果，
图４（ｉ）为由差分干涉图２解缠结果和基准干涉图

得到的干 涉 图２的 解 缠 结 果，图４（ｊ）为 由 干 涉

图２的 解 缠 结 果 构 建 的 基 准（模 糊）干 涉 图３，
图４（ｋ）为干涉图３与 基 准 干 涉 图３作 差 分 得 到

的差分干涉图３，图４（ｌ）为 差 分 干 涉 图３的 矢 量

滤波结果，图４（ｍ）为由差分干涉图３解缠结果和

基准干涉图得到的干涉图３的解缠结果。

７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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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相位解缠各步骤成果图

Ｆｉｇ．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ｓｔｅｐ　ｏｆ　ｐｈａｓｅ　ｕｎｗｒａｐｐｉｎｇ

表２　干涉图大小

Ｔａｂ．２　Ｓｉｚ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 像素

参数类型 参数值

宽 ５２８
高 １　０２４

为了充分说明基于差分滤波的多波段ＩｎＳＡＲ
相位解缠方法在解决干涉相位欠采样处的解缠能

力和对噪声的稳健性，分别对上述试验结果按较

大比例进行了显示，结果如图５所示。从放大的

图５　局部放大成果图

Ｆｉｇ．５　Ｌｏ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ｚｏｏｍｅｄ　ｉｎ

试验结果 可 以 清 楚 地 看 到，由 最 短 波 长 干 涉 图

获取的解 缠 结 果 细 节 最 丰 富，这 也 表 明 由 最 短

波长获 取 的 干 涉 图 进 行 高 程 信 息 反 演 时 精 度

最高。
由于对最 短 波 长 的 干 涉 图 进 行 相 位 解 缠 最

难，因此从最短波长干涉图的解缠效果即可说明

整体解 缠 效 果。为 了 验 证 本 文 方 法 有 效，根 据

ＤＥＭ计算了不含噪声的最短波长干涉图的理论

解缠结 果，如 图６所 示，对 应 的 局 部 放 大 结 果 如

图７所示。对比图４（ｍ）与图６，图５（ｆ）与图７，可
以发现，本文的解缠结果与理论解缠结果一致，充
分验证了本文方法的有效性。

图６　理论解缠结果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ｈａｓｅ　ｕｎｗｒａｐｐ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

图７　局部放大的理论解缠结果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ｈａｓｅ　ｕｎｗｒａｐｐ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　ｚｏｏｍｅｄ　ｉｎ

为了验证本文多波段相位解缠方法相比于传

统单波段相位解缠方法的优势，对图４（ｃ）中的干

涉图进行滤波之后，分别采用质量图区域生长方

法和直接相位积分方法进行了相位解缠。通过试

验，对于该干涉图，当相干性阈值取０．９３时，由给

定的高相干点进行区域生长没有解缠错误的点和

８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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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差传递，此时的解缠结果如图８所示，相应的局

部放大结果如图１０所示。采用直接相位积分方

法的解缠结果如图９所示，相应的局部放大结果

如图１１所示。对 比 图５（ｆ）、图１０、图１１可 以 发

现，采用多波段差分滤波相位解缠方法可以对欠

采样区域进行有效解缠，而采用传统单波段解缠

方法会无法解缠或者出现解缠错误和误差传递，
从而验证了多波 段ＩｎＳＡＲ差 分 滤 波 相 位 解 缠 方

法能够依据差分滤波策略，有效降低较短波长干

涉条纹频率，减少相位欠采样，解决干涉图频谱混

叠问题，从而解决短波长干涉图欠采样区域相位

解缠难题。

图８　区域生长单波段解缠结果

Ｆｉｇ．８　Ｐｈａｓｅ　ｕｎｗｒａｐｐ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ｂ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ｒｅｇｉｏｎ　ｇｒｏｗｉｎｇ

图９　直接相位积分单波段解缠结果

Ｆｉｇ．９　Ｐｈａｓｅ　ｕｎｗｒａｐｐ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ｂ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图１０　局部放大的区域生长解缠结果

Ｆｉｇ．１０　Ｐｈａｓｅ　ｕｎｗｒａｐｐ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　ｚｏｏｍｅｄ　ｉｎ　ｗｉｔｈ　ｒｅ－

ｇｉｏｎ　ｇｒｏｗｉｎｇ

图１１　局部放大的直接积分解缠结果

Ｆｉｇ．１１　Ｐｈａｓｅ　ｕｎｗｒａｐｐ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　ｚｏｏｍｅｄ　ｉｎ　ｗｉｔｈ　ｄｉ－
ｒｅｃｔ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为了定量说明差分滤波相位解缠方法在解决

欠采样问题方面的优势，分别统计了原始干涉图、
滤波后干 涉 图 和 差 分 滤 波 后 干 涉 图 的 残 差 点 数

目。各干涉图的残差点数目如表３所示。由表３
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相对于传统单波段干涉图

滤波方法，采用多波段干涉图差分滤波方法能更

加有效地降低残差点数目，从而为可靠的相位解

缠奠定了基础。

表３　残差点数统计

Ｔａｂ．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ｕ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干涉图类型 正残差点数 负残差点数

干涉图１

滤波前 ４９２　 ４９６
直接滤波后 ９　 ９

— — —

干涉图２

滤波前 ５８１　 ５８４
直接滤波后 １８　 １８
差分滤波后 ５　 ２

干涉图３

滤波前 １　０１０　 １　００８
直接滤波后 １０３　 １０５
差分滤波后 ４　 ４

　　本 文 中，在 采 用 差 分 滤 波 方 法 进 行 多 波 段

ＩｎＳＡＲ相位解缠时，对 于 每 幅 差 分 滤 波 后 的 干 涉

９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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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均采用直接相位积分方法进行相位的积分和解

缠处理，为了客观、定量地比较该方法相对于传统

单波段相位解缠方法的优势，在对每幅干涉图进

行单波段相位解缠时也采用了直接相位积分解缠

方法。由于干涉图３的结果更能说明两种方法的

差异，在表４中给出了两种方法的解缠结果与理

论结果之差的方差。从表４中可以明显看出，在

噪声水平相同的情况下，多波段ＩｎＳＡＲ差分滤波

相位解缠方法明显优于单波段相位解缠方法。

表４　干涉图３的解缠结果与理论值之差的方差

Ｔａｂ．４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ｎｗｒａｐｐｅｄ　ｐｈ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ｓ　３

干涉图名 解缠方法 差的方差／ｒａｄ２

干涉图３
直接积分解缠 ６．８６３　６８４
差分滤波解缠 ０．１８６　８１４

通过对仿真的多波段ＩｎＳＡＲ干涉图进 行 相

位解 缠 试 验，可 以 发 现，在 噪 声 水 平 相 同 的 情 况

下，采用新提出的差分滤波相位解缠方法，可以由

较长波长干涉图的解缠结果指导较短波长干涉图

的相位解缠，从而解决干涉相位欠采样区域的相

位解缠难题，并且该方法对相位噪声具有一定的

稳健性。
但是，在应用该解缠方案时，要求最长波长干

涉图中不存在干涉相位欠采样，以保证其可解缠

性，并且在相位解缠过程中，较低频干涉图的解缠

结果会影响较高频干涉图的相位解缠质量。

５　总　结

本文设计了多波段ＩｎＳＡＲ差分滤波相 位 解

缠方法，采用由ＳＲＴＭ　ＤＥＭ 仿 真 的 多 波 段 干 涉

图进行了相位解缠试验，得到了满意的相位解缠

结果，验证了其有效性。
在后续研究中，将进一步研究地形起 伏 状 况

对波长组合要求和相位解缠的影响，研究最佳波

长组合，为多波段ＩｎＳＡＲ系统设计提供辅助决策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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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ｐｐ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７．（靳国旺．ＩｎＳＡＲ获取高精度ＤＥＭ关键

处理技术研究［Ｄ］．郑州：信息工程大学测绘学院，２００７．）

［４］　ＸＵ　Ｗ，ＣＨＡＮＧ　Ｃ，ＫＷＯＨ　Ｌ　Ｋ，ｅｔ　ａｌ．Ｐｈａｓｅ　Ｕｎｗｒａｐｐｉｎｇ

ｏｆ　ＳＡＲ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　ｗｉｔｈ　Ｍｕｌｔｉ－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ｒ　Ｍｕｌｔｉ－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ＩＥ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ＩＧＡＲＳＳ’９４．Ｐａｓａｄｅｎａ：

ＩＥＥ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９９４：７３０－７３２．
［５］　ＳＣＨＭＩＴＴ　Ｋ，ＷＩＥＳＢＥＣＫ　Ｗ．Ａｎ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ｉｃ　ＳＡ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ｒ　Ａｖｏｉｄｉｎｇ　Ｐｈａｓｅ　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ｉｅｓ［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ＩＥ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ＩＧＡＲＳＳ’９７．Ｆｌｏｒｅｎｃｅ：ＩＥＥ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９９７：１７１３－１７１５．
［６］　ＶＩＮＯＧＲＡＤＯＶ　Ｍ　Ｖ，ＥＬＩＺＡＶＥＴＩＮ　Ｉ　Ｖ．Ｐｈａｓｅ　Ｕｎｗｒａｐｐ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

ｏｍｅｔｒｙ［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ＩＥ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ＩＧＡＲＳＳ’９８．Ｓｅａｔｔｌｅ：

ＩＥＥ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９９８：１１０３－１１０５．
［７］　ＦＯＲＮＡＲＯ　Ｇ，ＰＡＵＣＩＵＬＬＯ　Ａ．Ｐｈａｓ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Ｍｕｌｔｉｃｈａｎｎｅｌ　Ｐｈａｓｅ　Ｕｎｗｒａｐｐｉｎｇ［Ｊ］．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Ｉｍ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２００５，１４（７）：９６０－９７２．
［８］　ＬＡ　Ｎ　ＡＲＩ　Ｒ，ＦＯＲＮ　ＡＲＯ　Ｇ．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ＳＩＲ－Ｃ／Ｘ－ＳＡＲ　Ｍｕｌｔｉ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Ｔｗｏ－ｐａｓｓ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ｙ：ｔｈｅ　Ｅｔｎ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Ｊ］．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９９６，３４
（５）：１０９７－１１１４．

［９］　ＥＩＮＥＤＥＲ　Ｍ，ＡＤＡＭ　Ｎ．Ａｖｏｉｄｉｎｇ　Ｐｈａｓｅ　Ｕｎｗｒａｐｐｉｎｇ　ｉｎ

ＤＥＭ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Ｆｕｓ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ｓｃｅ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ｓｃｅｎｄ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ｓ［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ＩＥ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ＩＧＡＲＳＳ’０４．Ａｎｃｈｏｒａｇｅ：ＩＥＥ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０４：

４７７－４８０．
［１０］　ＥＩＮＥＤＥＲ　Ｍ，ＫＲＩＥＧＥＲ　Ｇ．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ｉｃ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ＳＲＴＭ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ｃｈａｎｎｅ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ｆｏ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Ｃ］∥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ＩＥ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ＩＧＡＲＳＳ’０５．Ｓｅｏｕｌ：ＩＥＥ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０５：２２６４－２２６７．
［１１］　ＰＡＳＣＡＺＩＯ　Ｖ，ＳＣＨＩＲＩＮＺＩ　Ｇ．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ｒｒａｉｎ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Ｍｕｌｔｉ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ｉｃ　Ｗｉｄｅ　Ｂａｎｄ

ＳＡＲ　Ｄａｔａ［Ｊ］．ＩＥＥＥ　Ｓｉｇ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１，８
（１）：７－９．

［１２］　Ｄｅ　ＺＡＮ　Ｆ，ＦＯＲＮＡＲＯ　Ｇ，ＧＵＡＲＮＩＥＲＩ　Ａ　Ｍ，ｅｔ　ａｌ．

Ｃｏｈｅｒ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ＳＡＲ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

ｏｍｅｔｒｙ∥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ＩＥ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ＩＧＡＲＳＳ’０５．Ｓｅｏｕｌ：

ＩＥＥ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０５：１１９１－１１９４．

［１３］　ＷＡＮＧ　Ｗｅｉ．Ｈｅｉｇｈｔ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下转第４４８页）

０４４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２　Ｖｏｌ．４１　Ｎｏ．３　ＡＧＣＳ　 ｈｔｔｐ：∥ｘｂ．ｓｉｎｏｍａｐｓ．ｃｏｍ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ｇｒｉｄ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Ｊ］．Ａｃｔａ　Ｇｅｏｄａｅｔｉｃａ　ｅｔ　Ｃａｒｔｏ－

ｇｒａｐｈ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０，３９（１）：８２－８７．（刘子龙，蔡斌，董

臻．基于局部频率和多 网 格 技 术 的ＩｎＳＡＲ相 位 解 缠 算 法

［Ｊ］．测绘学报，２０１０，３９（１）：８２－８７．）

［１８］　ＰＲＩＴＴ　Ｍ　Ｄ，ＳＨＩＰＭＡＮ　Ｊ　Ｓ．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

ｓｉｏｎａｌ　Ｐｈａｓｅ　Ｕｎｗｒａｐｐｉｎｇ　Ｕｓｉｎｇ　ＦＦＴ＇ｓ［Ｊ］．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９９４，３２（３）：

７０６－７０８．
［１９］　ＣＡＲＢＡＬＬＯ　Ｇ　Ｆ，ＦＩＥＧＵＴＨ　ＰＷ．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Ｃｏｓ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Ｆｌｏｗ　Ｐｈａｓｅ　Ｕｎｗｒａｐｐｉｎｇ ［Ｊ］．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２０００，３８（５）：２１９２－２２０１．
［２０］　ＫＡＭＰＥＳ　Ｂ　Ｍ，ＨＡＮＳＳＥＮ　Ｒ　Ｆ，ＰＥＲＳＫＩ　Ｚ．Ｒａｄａｒ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ｙ　ｗｉｔｈ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ｏｍａｉｎ　Ｔｏｏｌｓ［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ＦＲＩＮＧＥ　２００３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Ｆｒａｓｃａｔｉ：［ｓ．ｎ．］，２００３．
［２１］　ＣＨＥＮ　Ｃ　Ｗ，ＺＥＢＫＥＲ　Ｈ　Ａ．Ｐｈａｓｅ　Ｕｎｗｒａｐｐｉｎｇ　ｆｏｒ　Ｌａｒｇｅ

ＳＡＲ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Ｍｏｄｅｌｓ［Ｊ］．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２００２， ４０ （８）：

１７０９－１７１９．

（责任编辑：雷秀丽）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３－２４
修回日期：２０１１－１０－１４
第一作者简介：陈强（１９７４—），男，博 士，副 教 授，主 要

从事摄影测量与遥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Ｆｉｒｓｔ　ａｕｔｈｏｒ：ＣＨＥＮ　Ｑｉａｎｇ（１９７４—），ｍａｌｅ，Ｐｈ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ｍａｊｏｒｓ　ｉｎ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
ｉｎｇ．

Ｅ－ｍａｉｌ：ｓｗｊｔｕｃｑ＠

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

ｓｉｎａ．ｃｏｍ

（上接第４４０页）
　　 　ＩｎＳＡＲ　Ｄａｔａ［Ｄ］．Ｈａｒｂｉｎ：Ｈａｒｂ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ｙ，２００６．（王伟．多频 率ＩｎＳＡＲ高 程 信 息 重 建 算 法 研 究

［Ｄ］．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２００６．）

［１４］　ＬＩＵ　Ｎａｎ，ＺＨＡＮＧ　Ｌｉｎｒａｎｇ，ＺＨＡＮＧ　Ｊｕａｎ，ｅｔ　ａｌ．Ｍｕｌｔｉ－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ｍｕｌｔｉ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ＭＩＭＯ　ＩｎＳＡＲ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Ｓｙｓｔｅｍ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２００９，

３１（９）：２０９０－２０９５．（刘 楠，张 林 让，张 娟，等．多 频－多 基

线 ＭＩＭＯ　ＩｎＳＡＲ及 其 性 能 分 析［Ｊ］．系 统 工 程 与 电 子 技

术，２００９，３１（９）：２０９０－２０９５．）

［１５］　ＪＩＮ　Ｇｕｏｗａｎｇ，ＺＨＡＮＧ　Ｗｅｉ，ＸＩＡＮＧ　Ｍａｏｓｈｅｎｇ，ｅｔ　ａｌ．

Ａ　Ｎｅｗ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ｉｃ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Ｄｕａｌ－ａｎｔｅｎｎａ　Ａｉｒｂｏｒｎｅ　ＩｎＳＡＲ［Ｊ］．Ａｃｔａ　Ｇｅｏｄａｅｔｉｃａ　ｅｔ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０，３９（１）：７６－８１．（靳 国 旺，张 薇，

向茂生，等．一种 机 载 双 天 线ＩｎＳＡＲ干 涉 参 数 定 标 新 方

法［Ｊ］．测绘学报，２０１０，３９（１）：７６－８１．）

［１６］　ＪＩＮ　Ｇｕｏｗａｎｇ，ＸＵ　Ｑｉｎｇ，ＺＨＡＮＧ　Ｙａｎ，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Ｚｅｒｏ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Ｖｅｃｔｏｒ　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

ｇｒａｍｓ［Ｊ］．Ａｃｔａ　Ｇｅｏｄａｅｔｉｃａ　ｅｔ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６，

３５（１）：２４－２９．（靳 国 旺，徐 青，张 燕，等．ＩｎＳＡＲ干 涉 图 的

零中频矢量滤波方法［Ｊ］．测绘学报，２００６，３５（１）：２４－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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