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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航空航天高光谱遥感技术的发展，高光谱遥感数据也越来越普及并为人们广泛使用。
高光谱图像处理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从光谱维去理解地物在空间维的特性、展布与变化。
其中，基于高光谱数据的地物精细分类和目标探测始终是高光谱遥感技术应用的核心内容之一。
《高光谱图像分类与目标探测》简要介绍了高光谱遥感原理和图像特点，分析高光谱图像处理所涉及
的图像噪声评估、数据降维以及混合像元分解等关键问题，在此基础上系统总结国内外在高光谱图像
分类与目标探测领域的经典算法，其中包括作者多年的科研成果，使读者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高光谱
图像分类与目标探测的基本原理、方法和最新进展。

　　《高光谱图像分类与目标探测》可以作为从事高光谱遥感应用研究的科研人员的专业书，也可以
作为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信号与信息处理等相关专业人员的辅修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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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在高光谱图像的监督分类中，需要对训练样本进行特征统计，并通过自学习后的分类
器对图像进行分类，训练样本的数量以及代表性十分重要，直接影响到分类精度。
因此，在无法获取图像上稳定训练样本的情况下，监督法分类不能得到较好的分类结果。
非监督分类就是不用训练样本，直接根据图像数据的组织方式进行自学习的一种分类方法。
这种方法可以根据分类判别准则进行无人管理的自动分类。
非监督分类方法快速简单且具有一定的分类精度，可以作为监督分类的重要补充手段（许殿元和丁树
柏，1990）.通过参考非监督分类的结果，可以对监督分类进行修改和调整。
非监督分类法无需事先知道各类地物的类别统计特征，一般只是提供少数阈值对分类过程加以控制。
在分类过程中，首先将图像上不同类别进行区分，各类别的具体属性，要根据地面实况调查和比较来
决定。
目前的高光谱图像非监督分类主要采用的仍是通常的遥感图像非监督分类方法，但基于高光谱图像的
非监督分类在使用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四个方面问题。
（1）高光谱图像的波段众多，在自学习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冗余，分类前进行特征提取和选择有利于
提高自学习过程的效率。
（2）在高光谱图像非监督分类算法中，可以充分利用高光谱图像中端元提取、光谱分析等手段获得
较精确的类别初值，辅助进行高光谱图像非监督分类。
（3）选择非相似性量度时，需要充分考虑地物的光谱特性，结合辐射纠正、光谱定量反演结果适当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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