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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刘国祥、陈强、罗小军、蔡国林所著的《永久散射体雷达干涉理论与方法》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
，采取理论剖析、实验分析与应用验证相结合的形式，系统陈述了合成孔径雷达干涉(InSAR)及永久散
射体雷达干涉(PSI)
的理论、模型与数据处理方法，重点阐述了网络化PSI理论与方法及其在区域地表形变监测方面的应用
实例。
全书共分11章，其主要内容包括：InSAR
及PSI概论、InSAR理论模型、InSAR数据处理、PSI理论基础、SAR影像配准、永久散射体识别、PS网
络模型与线性参数求解、大气与非线性形变时间序列分离、PSI地表形变探测应用实例、基于多卫星平
台PSI提取三维形变速率场、超短基线TCPInSAR及其应用。
本书所陈述的理论与方法为克服雷达干涉在区域地表形变监测方面的应用局限性(主要包括时空失相关
和大气延迟的负面影响)提供了有利的技术途径。

《永久散射体雷达干涉理论与方法》可作为高等院校及研究所测绘类或地球物理类专业研究生教学用
书，亦可作为摄影测量与遥感、大地测量、工程测量、工程地质及地球物理等专业的科技人员与高等
院校师生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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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2 影像配准 从单个SAR影像对中提取地形起伏或地表形变信息，首先要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将沿重
复轨道（存在轻微偏移）获取的覆盖同一地区的影像进行精确配准。
SAR影像的配准主要是计算主影像（参考影像）与从影像（待配准影像）在方位向（Azimuth）和距离
向（Range）的坐标映射关系，然后利用这个关系对待配准影像进行坐标变换和重采样，将从影像重
新采样为与主影像像素格网对齐的一幅新影像。
因为轨道偏移量较小（一般在1km左右），而轨道高度为数百公里，因此，在重复轨道影像重叠区域
内，同名像点对问的坐标偏移量具有一定的变化规律，这种坐标映射关系一般可使用一个高阶多项式
来拟合[1—3]。
干涉测量要求影像配准精度必须达到子像元级。
一般分两个阶段实施，即粗配准和精配准。
粗配准可利用卫星轨道数据选取少量的特征点计算待配准影像相对于参考主影像在方位向（t）和距离
向（r）的粗偏移量，目的是为后续的影像精配准提供坐标初始值。
而精配准是基于粗配准坐标偏移量和影像匹配算法，在主从影像中搜索出足够数量且均匀分布在重叠
区域内的同名像点，然后使用多项式模型描述两幅影像同名像素的坐标偏差，将主从影像同名像点的
坐标差（△r，△t）表示为主影像坐标（r，t）的函数关系式（如二次多项式）：基于所得到的同名像
点坐标偏移量，采用最小二乘算法可求解出多项式模型的系数（ai和bi（i=0，1，⋯，5），这样就建
立了两幅影像同名点的坐标变换关系；然后利用这一模型对从影像进行重采样处理，将从影像取样到
主影像空间。
重采样方法较多，如最邻近点法、双线性内插法、双三次样条内插法等，实验证明，双三次样条内插
法能满足干涉处理的高精度要求[4—10]。
3.3 干涉图滤波 如第二章所述，将主影像与重采样后的从影像作复数共轭相乘，获取复数形式的干涉
图，然后从干涉图中提取相位主值分量图，可得到一次相位差图。
需要注意的是，干涉相位在—π到π内变化，一个完整的变化皇现为一个干涉条纹，且每个像素都存
在相位整周模糊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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