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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星载干涉合成孔径雷达：高效高精度处理技术》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星载InSAR高效高精度处理技术
。
首先，简要讲述了InSAR系统发展历史、数据处理研究现状及其工作的基本原理；然后，按照InSAR处
理流程，重点论述了合成孔径雷达图像配准、干涉相位滤波与解缠、数字高程模型重建与平差处理、
合成孔径雷达正射影像生成以及产品质量评估等关键技术和实施算法，并辅以大量实测数据处理结果
。

《星载干涉合成孔径雷达：高效高精度处理技术》体系结构完整，内容具体翔实，是作者及其课题组
成员近年来在干涉合成孔径雷达处理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总结，可供遥感、测绘、图像处理、地理、
地质等学科领域的研究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使用，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教学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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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青松 男，博士，1983年10月生。
2006年、2008年和2011年在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分别获得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
现就职于第二炮兵装备研究院。
目前主要从事雷达导引头技术、干涉SAR数据处理与应用技术的研究。

黄海风 男，副研究员，博士，1976年7月生。
2005年在国防科学技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近5年先后主持973专题、国防背景预研专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高分专项等项目的研究工作。
目前主要从事分布式卫星SAR技术、高分辨率雷达对地观测技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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