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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地测量学自空间技术的崛起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不仅发展了空间大地测量学，而且促进了大地
测量学与地球科学、空间信息科学的相互交叉和渗透。
空间大地测量是对地观测的重要技术支撑之一，运用于诸多方面，例如，空间信息之时空坐标参考基
准的建立，卫星的定轨、姿态的控制与测定，遥感影像基线的量测等。
同时，对地观测技术的创新又丰富了空间大地测量的技术手段，合成孔径雷达干涉测量（INSAR）就
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交叉领域。
作为雷达遥感的一个重要分支，INSAR技术在过去的一二十年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引起了遥感领域学
者们的关注。
虽然在某些数据处理环节采用的方法等方面仍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发展，但是其主要的技术障碍已
基本克服，正在朝实用化方向发展。
从INSAR技术的发展过程来看，最初的动机是为了解决从合成孔径雷达影像提取地形信息（高程）的
问题。
该技术也确实为大面积快速获取高精度、高分辨率的地面高程信息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目前的INSAR技术的应用已经渗透到传统地形测绘以外的广阔领域，已成为空间大地测量学的一个重
要领域。
INSAR技术提取高程的精度可达数米，而运用差分干涉手段（D-INSAR），量测高程的变化（地表的
形变）可达厘米级甚至毫米级。
INSAR技术是通过遥感影像处理的方式量测地表形变，从空间尺度上可以高分辨率取样。
卫星定位技术可以在地表上以点的形式测定地表形变，而INSAR可以在地面上以面的形式测定地表形
变。
因此通过INSAR对地壳形变的分析将对地震预报的研究，区域乃至全球的板块运动等方面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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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雷达干涉测量(1NSAR)是近十几年来非常活跃的研究领域，其一般理论日益成熟，应用前景颇为看好
。
本书结合作者多年来从事雷达遥感和INSAR技术研究的成果和实际经验，力图兼顾入门性和前沿性两
方面，首先阐述本书的学科背景以及INSAR技术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然后在介绍雷达遥感的相关知识和SAR影像主要特点的基础上，系统地论述了雷达干涉测量技术的基
本原理、成像模式、数据获取与数据处理的一般步骤等，并进一步探讨高程提取的理论精度、立体视
觉与雷达干涉成像的联系与区别，试图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干涉成像的原理。
在数据处理和相关的算法方面，着重论述了复数INSAR影像对的自动配准、抑制干涉图噪声、相位解
缠和数字高程信息提取等关键技术和实施算法等。
对于每一个技术环节，尽量兼顾多种算法或实施途径，并进行分析对比，给读者提供多方面的理解。
最后还介绍了INSAR技术的重要应用之一的差分干涉技术的基本原理和应用。
    本书从雷达遥感基础开始到INSAR关键技术的论述，大致形成相对完整的结构，方便各种专业背景
的读者阅读。
可作为从事测绘、遥感、地理、地质灾害、自然资源、数字信号处理和影像信息科学等学科领域的研
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大专院校师生阅读参考书，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研究生专业课教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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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前者基于路径积分的相位解缠算法，都是基于逐个像素搜索，利用相位数据的局部信息，通过
一定的方法得到全局的解。
基本思路均是采用不同的策略选择积分路径，避开数据中的“残差”或不连续点，以满足相位梯度闭
合路径积分为零的条件。
如枝切法根据最邻近原则，根据“残差”的分布自动生成中性的“枝状切线”或“枝切”，以使积分
路径不穿过这些“枝切”。
由于枝切法仅仅考虑了“残差”点的分布而没有利用其他的信息，因此常常会出现“枝切”将大片区
域孤立开和“枝切”位置放置不当的问题。
Xu wei等（1999）对此提出了可利用干涉数据相干系数等辅助信息指导积分路径选择的区域增长算法
，并在处理复杂的相位数据时获得成功。
Ferrctti A等（1997）利用多基线干涉数据并采用最大似然法自动选择合理的积分路径。
Flvnn等（1997）提出的基于最小不连续测度的相位解缠算法则是利用网络图的方法自动选择合适的积
分路径，以使解缠相位数据中的不连续的长度最小。
另外还有一些基于网络理论的相位解缠算法也属于此类。
这类基于积分路径的算法优点是计算速度较快，在相干性较好的区域可以获得精确的解缠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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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雷达干涉测量:原理与信号处理基础》：测绘科技专著出版基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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