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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遥感的基本原理是电磁波与自然环境散射辐射传输的相互作用过程。
由于微波遥感能全天候、全天时和穿透植被与浅层地表，微波遥感已成为空间遥感的前沿技术。
微波遥感（特别是极化SAR技术）数据图像及其形成机理与早先发展的可见光摄像和红外探测有本质
的不同，这就特别引起极化微波遥感信息获取与处理有别于传统的定性表象性判读和通用性的图像处
理技术。
多通道极化辐射和极化SAR对地观测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源泉，但是，能否从遥感观测中
提取定量的科学信息取决于“数据到信息、信息到知识”的科学转化。
　　早期的遥感科学是缺少数据的理论和试验，需要数据；现在的遥感科学随着空间遥感计划的不断
进行和大量数据图像的获取，“欲穷千里目”，定量信息的需求又回到了对理论方法要求“更上一层
楼”：要求从极化SAR的进展中，阐明遥感机理、发展建模与模拟、理解物理的含义，提取强度、相
位、极化、空间、时间及其相关性的信息，并由此产生定量的科学知识和应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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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总结了作者近年来在空间遥感与对地观测中自然地表的电磁极化散射理论与合成孔径雷达(SAR)
遥感信息的理论建模与定量信息获取方法的研究成果。
    在阐述自然地表极化电磁波散射的散射矩阵、辐射传输和Mueller矩阵的基本理论后，讨论了极
化SAR遥感数据图像的散射特征；提出自然地表场景的散射投影映射计算和SAR图像计算机模拟；研
究随机分布目标散射矢量的去取向变换，提出非监督的地表新分类方法，研究米级分辨率多方位SAR
图像自动重建立体建筑物群目标的理论与方法；给出了双站SAR图像计算机模拟及其极化特征分析；
讨论UHF／VHF波段SAR对次地表层的探测；用多时相SAR差值图像自动检测地表的变化；推导了非
均匀分层散射介质高阶Mueller矩阵解及其应用，脉冲波的Mueller矩阵解，以及脉冲波回波反演地表多
个物理参数等。
在阐述各章理论与方法的同时，包括了空间遥感与对地观测中极化散射与SAR信息的多方面应用。
    本书可作为空间遥感与对地监测信息技术、电波传播与信号获取与处理、电磁学、图像处理、应用
物理等有关领域的研究生、研究人员的研究与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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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雷达通过发射电磁波和接收散射回波来获取日标信息。
电磁波在与其传播方向垂直的平面上的时空变化轨迹称为极化（polarization，光学中称为偏振）。
如图1.1，定义坐标系（V：h：k），k为波传播方向，v：h分别为垂直线极化和水平线极化方向一任一
极化电磁波可由正交线极化v：h上的两个分量表示为（KONG，2005）其中‰为绝对相位，一般不包
含重要信息：观察式（1.1.8）可以发现，通过对Jones矢最的变换可以对应地改变极化特征，在第四章
中要讨论该变换对于极化信息的意义。
　　从上式可见，对于相干散射而言，Mueller矩阵的16个元素中仅有7个是独立的，存在9个等式，正
好对应于散射矩阵中的7个自由度（求二阶矩后丢失了绝对相位这一自由度）。
对于一般自然界的目标，满足同极化和交叉极化不相关（Cloude and Pottier．1996），即M的左下和右
上四分之一共8个元素趋于O。
剩下的8个元素中， 左上四分之一对应为四种极化的散射系数平均值，右下四分之一瓜同极化之间和
交叉极化之间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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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极化散射与SAR遥感信息理论与方法》从电磁波与复杂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遥感信息机理出发
，以复杂环境散射辐射理论建模与数值模拟作为科学理论支撑，以现有的星载遥感数据图像为基础，
对自然地表极化电磁散射与SAR遥感信息理论与方法进行了研究。
这些研究对于地球环境遥感信息技术、全球变化与区域响应、地球系统科学、遥感器行为评估与发展
、电波传播与空间通信、对地目标检测与识别的研究与应用都是十分有意义的，也是空间遥感系统信
息工程技术，特别是我国遥感技术发展中的关键与薄弱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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