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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成孔径雷达干涉( INSAR)测量和差分干

涉( D-INSAR)测量是 20世纪后期迅速发展起来

的空间对地观测新技术。相对于传统的空间遥感

方式,合成孔径雷达具有全天时、全天候、高分辨

率以及对地面和植被有一定穿透能力等突出的优

点,不仅是传统空间遥感和摄影测量方法的有效

补充,而且开拓了全新的观测方式和应用领域,成

为未来 3维测图与区域地形形变监测领域最具潜

力的新技术之一。但是,由于完全不同于其他遥

感方式的成像机理以及海量的数据, 对后期数据

处理提出很高的挑战, 极大地限制了这项新技术

的推广应用。

本论文着眼于干涉测量数据处理的全过程,

在深入分析 SAR成像机理与干涉图的性质的基

础上,广泛分析利用前人研究成果,对整个干涉处

理过程做了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 重点解决数

据处理中的关键问题, 期望在推动该项新技术的

普及应用特别是在国内的推广应用方面做一些先

导性研究。

具体研究内容包括:

1. INSAR测高原理。尽管当前对合成孔径

雷达干涉测量高程的原理解释模型多种多样, 但

均着眼于从不同理解角度和不同适用范围出发,

侧重于干涉实现和计算公式推导。本文在阐述干

涉测高原理的同时, 有意地将/为什么需要干涉0,

/干涉的本质目的何在0等理解性问题着重提出和

阐述,有助于该领域的初学者更容易把握到 IN-

SAR的关键问题。

系统分析了 SAR干涉测量的必要条件, 重新

推导了新形式的合成孔径雷达干涉测量中独立观

测量的测量误差对高程测量精度影响的误差传播

公式, 分析这些公式有助于更好的理解和设计

INSAR干涉测量系统。

2. SAR复数影像匹配问题。对适用于复数

影像匹配的匹配测度做了探讨, 实现了包括重叠

景区自动概略配准、像素级匹配和亚像素级匹配

三个步骤的从粗到精的 SAR复数影像自动匹配

方案, 将基于伪金字塔影像的分频道影像相关和

回归分析法检验匹配联系点对有效性应用于

SAR复数影像匹配, 提高了 SAR 复数影像匹配

的可靠性和匹配速度;

对不同匹配方法(包括实相关系数最小二乘

匹配、复相干系数最小二乘匹配、复相干系数过采

样匹配和最大干涉频谱匹配)的配准精度、适应性

及计算效率做了比较分析;对考虑辐射和几何畸

变改正的最小二乘法亚像素级精匹配与不考虑畸

变改正的过采样亚像素级精匹配的匹配精度做了

比较分析, 并由此对当前的最小二乘匹配辐射畸

变与几何畸变改正模型对复数影像匹配的合理性

提出置疑。

3. 干涉图质量评价和去平地效应问题。分

别从相干系数图、伪相干系数图、相位导数变化图

及距离向相位差图的直方图等方面对相干质量进

行评价;实现了轨道几何法去平地效应和距离向

频谱检测法去平地效应。

4. 干涉条纹图滤波问题。分析了干涉条纹

图滤波相对于一般数字图像滤波的特殊性和几种

现有滤波算法的优缺点;在分析干涉条纹图一阶

差分分布性质的基础上设计了新的椭圆加权滤波

算法;对新滤波算法的滤波性能、加权模型和计算

复杂度做了分析并推导了相关公式; 在对真实

ERS-1/ 2复数数据处理中比较评价了新滤波算法

与几种已有滤波算法的性能, 证明该新滤波算法

具有噪声抑制能力强, 边缘保持效果好以及运算

速度快等优点。

5. 相位解缠问题。在介绍了二维相位解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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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存在的问题后, 分析了两大类经典的相位解缠

算法(路径跟踪法和最小范数法)各自所存在的问

题,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将两类经典算法相结合的

相位解缠方法; 提出在没有可参考的高精度 DEM

可用情况下评价相位解缠质量的三种途径,对相

位解缠的一致性和精确性做出比较客观且全面的

评价;在实际的数据处理中,比较了这种融合的相

位解缠方法与两类经典相位解缠算法的解缠效

果,得出了具有启示意义的结果和结论。

6. 基线估计和差分干涉测量问题。笔者完

成了一个从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 CEOS)标准原

始数据直到干涉生成 DEM 的完整实现方案, 并

且完全自行编写了切实可操作的软件原型系统,

积累了丰富的算法库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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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测绘学报62001~ 2005年度选题方向

经第八届5测绘学报6编委会第一次会议的讨论,确定了本刊在 2001~ 2005 年度的选

题方向,本刊将积极关注以下各方面的研究热点,刊载以下诸方面的论文。

1. 卫星导航定位的研究、服务和应用;

2. 地球重力场和地球动力学的研究;

3. 大地测量学同其他相关学科的综合研究;

4. 数字摄影测量;遥感图像处理的智能化问题;

5. 近景摄影测量与计算机视觉;

6. 高分辨率、高光谱和多角度遥感器原理和技术,激光扫描仪技术与应用;

7. 地图、地理的理论和技术;地图数据的符号化、可视化研究;

8. GPS, RS, GIS 集成的理论、技术及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应用;

9. 基础地理信息的综合分析与集成应用;

10. 精密测量工程的理论、技术及其应用;

11. 海洋测绘;

12. 地图印刷的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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