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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传感器技术、计算机科学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多渠道的信息获取、处理和融合成为可能
。
最早的信息融合系统出现和应用于20世纪70年代的军事领域。
经过几十年的深入研究和发展，信息融合技术已经被成功地应用于军事、航天、多目标跟踪和识别、
惯性导航、遥感、机器人自主导航、医学诊断、工业工程的监控、设备的故障诊断和环境监测等众多
军用和民用领域。
　　多源信息融合（多传感器信息融合）扩展了时间和空间的观测范围，增强了数据的可信度和系统
的分辨能力，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描述环境能力和信息处理速度。
因此，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多源信息融合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应用工作，并且已经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
果。
近年来，作者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60434020、60602049、60805013）、国家973计划项目
（2009CB320600）、总装备部预先研究项目的资助下，较为深入地开展了多源信息融合理论与应用的
研究，取得的相关理论研究和应用成果构成了本书的主体内容。
　　全书共分四部分，共11章。
　　第一部分为信息融合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
着重介绍信息融合的概念、模型结构、研究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概率统计和线性系统、参数估计
和滤波理论等基础知识，以及常用的传感器系统特性等。
本部分包括第1章～第4章。
　　第二部分为多源信息融合的基础理论。
针对多传感器的采样特性，提出了几种同步和异步信息融合算法设计思想和实现流程，并与已有的方
法进行了比较分析。
本部分包括第5章、第6章。
　　第三部分为目标跟踪理论。
针对信息融合技术在目标跟踪中的具体应用，系统地给出了多目标跟踪、机动目标跟踪、纯方位跟踪
的主要算法及其实现流程，并对其中的一些算法进行了改进。
同时讨论了随机集理论在信息融合中的应用问题。
本部分包括第7章～第10章。
　　第四部分为理论应用。
以海洋监视和过程监控为例，讨论了信息融合技术在军事和民用方面的应用。
本部分包括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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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关于多传感器多源信息融合理论与应用的一本专著，主要汇集了作者近年来在多源信息融合基
础理论与方法、目标状态估计、随机集理论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同时也详细介绍了信息融合的相关基
本概念、结构和功能模型、主要研究方法。
本书涉及的理论和方法有多源信息融合系统模型、估计和滤波理论、信息分类方法、分布式信息融合
、异步信息融合、多目标跟踪、机动目标跟踪、纯方位跟踪、随机集理论等。
另外，为了进一步说明书中的相关算法和模型，最后给出了两个信息融合方法的应用实例。
    本书可作为信息科学专业研究生和高等院校相关教师的参考资料，同时对从事多源信息融合理论及
应用技术研究、开发和应用的科技人员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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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0）对各种信息源给出的信息的采集、传输、综合、滤波、相关和合成，以便辅助指战员进行
态势／环境判定、规划、探测、验证与诊断。
　　（11）信息融合是利用多信息源对目标存在、特征、态势和企图高度综合处理的过程。
　　（12）信息融合是为了某一目的对来自多源的数据和信息进行组合和综合的处理过程，以期得到
比单一信息源更精确、更可靠的估计或推理决策。
　　（13）信息融合是一种形式框架，其过程是用数学方法和技术工具综合不同源信息，目的是得到
高品质的有用信息。
“高品质”的精确定义依赖于应用。
　　（14）信息融合主要是指利用计算机进行多源信息处理，从而得到可综合利用信息的理论和方法
，其中也包括对自然界和动物大脑进行多源信息融合机理的探索。
信息融合研究的关键问题就是提出一些理论和方法，对具有相似和不同特征模式的多源信息进行处理
，以获得具有相关和集成特性的融合信息。
研究的重点是特征识别和算法，这些算法使得多源信息互补集成，改善不确定环境中的决策过程，解
决把数据用于确定共用时间和空间框架的信息理论问题，同时用来解决模糊的和矛盾的问题。
　　显然，上述信息融合的定义都是从不同侧面说明了信息融合的功能和所要达到的目的。
这些定义大体上分为两类：一是强调信息融合是一个信息综合处理过程；二是强调信息融合能实现的
功能和目的。
我们认为，以上定义没有本质不同，只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在实际应用中，没有必要受定义本身的桎梏。
　　1.1.2 多源多传感器信息融合的优势　　从最一般意义上讲，多源信息融合是一个信息综合处理过
程，用以估计或预测现实世界中某一方面的状态。
通常情况下，多源信息融合与单源数据相比主要优势如下。
　　（1）增强系统的检测性能。
通过融合来自不同传感器的信息可以提高系统的检测能力。
图1.1.2给出了一个脉冲雷达与前视红外雷达探测空中某一目标的例子，脉冲雷达具有较好的距离探测
精度，但方位探测性能较差，而红外传感器具有较好的角度探测性能，但不能测量目标距离。
将两种传感器加以组合探测，则可以得到很好的探测性能。
　　（2）增强系统的可信度。
一个传感器探测的结果可以通过其他传感器加以确认，提高探测信息的置信度。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多传感器多源信息融合理论及应用>>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