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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经历了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之后，人类目前已经全面进人了信息时代。
信息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是信息爆炸。
为了应付这种局面，信息融合技术应运而生。
简单地说，信息融合是指对多个载体内的信息进行综合、处理以达到某一目的。
信息融合涉及面极为广泛。
举例来说，归纳可以看作一个信息融合过程，其中一般性结论即由多个特殊事例经过综合、抽象后得
到。
因此，归纳推理与信息融合有本质联系，而归纳推理又是所有科学技术的源泉。
近年来信息融合在众多领域内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信息融合技术发展神速。
本书由西安交通大学韩崇昭教授等人编撰，韩教授所领导的科研组的工作在国内颇负盛名。
我与他相识多年，近年来曾多次互访并合作发表文章。
据我所知，在信息融合领域所有中文书籍中，本书可能最为系统、全面，而且内容较为新颖。
作者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能写成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与祖国近二十年来经济的飞速增长是步调一致的。
本书还有几个非常重要和吸引人的特点。
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它涵括了一大批数学工具的基础知识，其中包括随机集理论、粗糙集理论、粒
子滤波、统计学习理论等。
这些数学工具近年来开始广为流行，它们在信息融合领域大有前途。
另一个特点是它对信息融合领域近年来的一些新进展做了介绍，这包括由我本人与合作者在过去几年
中所建立的最优线性估计融合理论的部分结果。
本书涵括了信息融合领域中许多重要而有代表性的内容，几乎所有这些内容都属于现今信息融合研究
领域的主流。
仅此即足以表明本书优于我所知道的大多数关于信息融合的中文书籍。
总的来说，本书的内容安排合理，结构组织良好，选题平衡。
尽管本书的深度不尽如意，但它仍比该领域大多中文书籍明显要好。
作为一个信息融合领域的研究人员，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推动祖国在该领域的科研工作。
我很高兴地看到在过去几年中国内信息融合的研究和开发工作大有进展。
当然，不足之处也很明显。
总的来说，科研工作仍然缺乏广度和深度，尤其是在基础研究方面。
据我所知，原创性和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不多。
我相信本书的出版将为有志于从事信息融合的国内读者提供入门基础，同时它也将有助于国内的研究
开发人员了解信息融合领域的新进展。
鉴于此，本书的出版定将大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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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专著包括多源信息融合的基本概念以及多源信息融合理论赖以发展的基础理论，如统计推断与估计
理论基础、智能计算与识别理论基础等；还包括目标跟踪理论、检测融合、估计融合、数据关联、异
步信息融合和异类信息融合；也包括图像融合特别是遥感图像融合，智能交通中的信息融合，以及态
势评估与威胁估计等内容。
    本专著的特点是理论体系完整，材料取舍适当，适合从事多源信息融合理论研究和工程应用的专业
技术人员参考，也可作为大学本科高年级学生、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研究生的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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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也有专家认为，信息融合应该按如下定义给出。
定义1.1.2 信息融合就是由多种信息源如传感器、数据库、知识库和人类本身来获取有关信息，并进行
滤波、相关和集成，从而形成一个表示构架，这种构架适合于获得有关决策、对信息的解释、达到系
统目标（如识别或跟踪运动目标）、传感器管理和系统控制等。
我们认为，目前所研究的多传感信息融合用下面的定义可能具有更大的包含度。
定义1.1.3 所谓多源信息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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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也包含对自然界人和动物大脑进行多传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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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具有相似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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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算法导致多传感信息的互补集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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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所研究的多源信息融合，实际上是对人脑综合处理复杂问题的一种功能模拟。
在多传感器系统中，各种传感器提供的信息可能具有不同的特性，时变的或非时变的，实时的或非实
时的，确定的或随机的，精确的或模糊的，互斥的或互补的等。
多传感信息融合系统将充分利用多个传感器资源，通过对各种观测信息的合理支配与使用，在空间和
时间上把互补与冗余信息依据某种优化准则结合起来，产生对观测环境的一致性解释或描述，同时产
生新的融合结果。
其目标是基于各种传感器的分离观测信息，通过对信息的优化组合导出更多的有效信息，最终目的是
利用多个传感器共同或联合操作的优势来提高整个系统的有效性：当前，制约信息融合向深人发展的
因素有三：（1）信息类型的高度相异性和内容的含糊属性；（2）多源信息和多任务引入的固有复杂
性；（3）目前尚没有数学工具用来统一描述和处理此类复杂的问题。
所以，寻求深层次的有效数学工具对多源信息融合问题进行描述和处理将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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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多源信息融合(第2版)》：信号与信息处理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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