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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记述了作者在遥感SAR数据处理方面的经验，其中大部分素材已发表于早先的技术文献中，
但汇集成书尚属首次。
作者在SAR方面的工作始于1977年在MacDonaldDettwiler（MDA）进行的SEASAT数字处理器设计，随
后又相继开发了SIR-B，ERS-1，ERS-2，RADARSAT-1以及ENVISAT处理器，与此同时也构建了一些机
载SAR处理器，包括最近完成的一个双频极化干涉系统，随着目前RADARSAT-2处理器的开发，相关
工作一直延续至今。
　　本书试图对过去27年中积累的知识进行总结。
最初的工作是基于相干光学SAR处理器的。
通过借鉴数字声呐，很自然地会将数字信号处理原理用于SAR数据。
虽然军方早已介入了这方面的工作，但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因而几乎是从零开始进行SAR处理器设计
的。
我们的经验主要来自于“遥感”SAR，这类SAR得到的地表图像一般用于地图绘制、地质学、海洋学
、林学以及农业等方面，其分辨率通常在数米至数十米，测绘带约为2000～8000个采样，地面覆盖可
达150km（ScanSAR下甚至更宽）。
星载和机载SAR在数据处理上存在较大差异，能够同时满足对两类数据进行有效处理的平台在构建上
比较困难。
鉴于星载数据较易公开获得，本书一般针对这种情况进行算法讨论，在保持本书大框架的前提下，将
对部分机载数据的处理差异进行简单解释。
　　本书主要从DSP角度对SAR处理进行说明，除了有助于理解SAR回波数据特性外，本书一般不详细
论述雷达系统原理。
预期读者本书主要面向SAR数据处理以及算法开发人员，阐述了大多数有助于理解和设计高质量和/或
高吞吐量SAR处理器的技术细节。
对于那些不具有较强DSP背景的读者，本书也介绍了一些相关理论。
此外，本书也将加深图像解译专家对SAR数据特性的理解。
作为DSP原理的具体应用，SAR数字处理器在涉及大量标准DSP算法的同时，也引入了一些新的概念。
因而，本书也将对那些希望进一步了解DSP实际应用的高年级学生或研究生有所帮助。
笔误、错印及疏漏在此，作者对本书中可能出现的错误深表歉意，并希望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在技术资料的引用上，尽量选取关系最密切、最原始的参考文献，但在许多情况下使用的是最为熟知
的文章，这意味着作者的某些论点可能是值得商榷的，在此衷心希望其他专家予以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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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专门论述SAR成像处理算法及其涉及的数字信号处理理论和技术。
全书首先讨论了合成孔径雷达基础知识，重点介绍SAR成像处理所涉及的信号处理理论、合成孔径基
本概念、合成孔径雷达信号特征分析等；接着讨论SAR成像处理算法、实现及其比较，包括距离－多
普勒算法、ChirpScaling算法、Ω－k算法、SPECAN算法等成像处理算法，此外还论述了宽成像
带ScanSAR工作模式的成像处理方法等；最后，《国防电子信息技术丛书：合成孔径雷达成像·算法
与实现》讨论了SAR成像处理算法中的重要辅助算法，即多普勒参数估计，包括多普勒中心估计和方
位调频率估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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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防电子信息技术丛书：合成孔径雷达成像·算法与实现》重视细节，强调算法的工程实现，
并提供了数据和习题等，对专门从事SAR成像处理研究人员而言是一本操作性很强的书籍，同时也是
一本出色的教学和培训用书。
此外，《国防电子信息技术丛书：合成孔径雷达成像·算法与实现》也非常适合系统工程师和后
续SAR图像应用单位的研究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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