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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信息融合概念、方法与应用》是信息融合领域最新研究成果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的产物，因此，与该
领域已出版著作不同，《信息融合概念、方法与应用》某些章节内容，缺少严格的数学推导，只给出
方法、公式和应用效果。
这反映了《信息融合概念、方法与应用》基于经验和面向应用的特点，期望能对国内信息融合学科研
究人员和应用领域技术人员有所启示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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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宗贵，男，1943年2月12日生，辽宁海城人，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博士生导师。
1965年7月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数学专业。
曾任电子工业部第二十八研究所科技委主任、副总工程师等职务。
长期从事C4ISR系统论证、设计和研制工作，曾任空军、海军、陆军多项大型电子系统工程主师、副
总师、总师。
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电子部科技进步特等奖一项，部委科技进步一等奖二项、二等奖三项、三等
奖二项（均持证），以及光华科技基金奖。
被授予国家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指导信息融合等领域博士6名、博士后5名、在培博士生3名。
编译我国第一本信息融合专著《多传感器数据融合》，参加编写《C31系统开发技术》和《现代战场
目标侦察与敌我识别》等著作。
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
近期正在从事分布式信息融合技术和C4ISR基础理论与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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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0级融合：信号／特征估计，即估计信号或特征的状态。
从图像或模拟信号中估计目标信号或提取特征，从电磁、声音或其他信息／数据中估计目标特征或参
数，即在某时空域中发现有用的信息。
0级处理不需要实体的出现或其特征的假设，仅涉及测量集合的结构，而不是其含义。
若以多实体出现或特征为条件，则要视为一个Context或态势，并且信号和特征是可推断的。
0级处理通常由各传感器独立完成，当通信带宽或处理负荷容许时，可在多处理层次上通过多源数据
融合实现目标检测与特征提取，如跨越多传感器图像融合进行目标特征提取、目标定位与识别，已在
某些系统中实现。
 0级融合输出／产品是信号／特征状态与可信度估计。
 （2）1级融合：实体估计，这是最突出、最重要的数据融合应用，即对独立的物理对象进行检测、识
别、定位与跟踪，或称独立实体的状态估计。
这里的状态估计包括活动性动态实体的连续运动参数估计和目标身份、分类属性、运动特征属性等离
散参数判断与估计。
1级融合可以认为是数据／信息融合的起源，已有众多文献描述的各种方法和广泛应用。
至今尚有待解决和进一步完善的问题：某些动态实体的潜在状态变化（如机动）的判断，复杂环境和
密集实体态势中的实体关联与相关，以及不同粒度／相悖／弱相容信息融合识别实体身份和属性等。
 1级融合输出／产品是诸实体状态（含属性／身份识别结果）和可信度估计。
 （3）2级融合：态势估计，即估计现实事物的结构。
从某种意义上说，信息融合就是依据多类信息估计现实世界的某些样式的状态及其变化。
抽象的态势可以表示一组关系，包括实体之间相互关系和聚集体内部成分之间的关系；而现实的态势
则是指用具体案例说明的一组关系。
在军事应用中的战场态势即指参与作战的诸方在战场上的兵力分布（及战场环境）的当前状态和进一
步发展变化的趋势。
态势估计的功能包括下述3个方面。
 态势获取或态势生成，在经过l级融合获得时空域中各独立的物理对象状态估计之后，基于系统用户
期望达到的目的，通过对诸实体之间的关系估计及其与用户意图的关联推断，实现相关实体（物理对
象）的聚集，生成系统用户所需要的态势，该态势可以反馈回到1级融合，以进一步对该态势中的诸
物理对象进行识别、分类和状态变化判断。
 态势知识提取／发现，采用数据挖掘或其他智能技术，挖掘或发现该态势中潜藏的规律性知识及该态
势与其他态势之间的关系，估计非合作对象的企图、行动方案与行为，这是军事应用战场态势估计的
最主要功能。
 态势预测，基于1级融合对象状态／属性估计和2级融合提取的态势潜藏规律，考虑与其他态势的关系
，通过态势中所含诸实体的变化预测和基于预测后诸实体的再聚集，以及与历史态势的相关性，获取
态势预测结果，态势预测是系统用户最关心也是最有用的。
 不难看出，态势估计已超出纯粹“感知领域”的范畴，上述三方面估计内容皆要与用户自身的期望目
标、策略和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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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信息融合概念、方法与应用》紧密围绕信息融合实际应用需求，主要是军事应用需求，在介绍国外
信息融合的最新动向的同时，归纳和总结多年来所取得的研究和应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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