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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光电成像系统建模及性能评估理论》综合集成了光电成像系统建模所涉及的辐射物理、光学、
固态传感器、电子线路、显示图像人员视觉解译、机器视觉等多个学科的相关技术，并针对新型的光
电成像系统类型.将目标背景、大气辐射传输、成像传感器作为广义整体进行系统理论阐述，系统地论
述了光电成像环境建模理论与方法、光电成像系统的基本建模理论、国际最新的性能评估理论体系、
新型性能仪器和测试方法。

　　《光电成像系统建模及性能评估理论》是一本具有国际水平的、系统性的光电成像系统评估理论
专著，是一本连接光电成像理论与工程实践的指导书。
《光电成像系统建模及性能评估理论》不但可作为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也可作为高等学校相关专
业高年级本科生及研究生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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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建奇，1960年3月出生，1982年、1987分别获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士和
硕士学位，1998年获西安交通大学博士学位。
教授。
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长期从事目标与环境光辐射特性、光电系统仿真与评估、光电景象生成技术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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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通过分析国外典型红外成像仿真平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国外对仿真模型的
研究比较系统，这些仿真模型从系统论的角度将“目标一背景一大气一成像传感器”作为复合模型进
行研究，充分考虑了各模块之间的耦合特性。
（2）在目标背景模型表示以及特征预测模型的研究上，采用了多样的研究手段，而且充分考虑了各
种自然现象的模拟，取得了大量而且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
（3）在大气效应模型的表示上，充分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大多采用LOWTRAN或MODTRAN模型
，高精度的采用FASCODE模型。
（4）在辐射传输计算的研究中，国外的各个模型分别从自身的研究目标出发，充分考虑仿真精度要
求和图像生成效率要求之间的矛盾，对理论的辐射传输计算模型做出不同程度的简化，以适合计算机
图像生成的需要，同时满足仿真精度的要求。
（5）国外的各个模型都充分考虑了红外成像系统虚拟样机对生成红外图像的影响，对红外成像系统
的处理流程以及各种效应进行了不同精度的建模模拟，很多模型直接支持复杂红外成像系统虚拟样机
模型的建模模拟以及验证，为红外系统的研制提供了一种预测和验证手段。
（6）对于图形渲染引擎，国外大多采用功能比较强大的射线追踪算法，可以生成具有高度真实感的
图像，而且支持复杂自然现象的模拟算法。
（7）国外各种模型的仿真波段相对比较宽，大多覆盖整个红外波段；有些模型支持高光谱、偏振等
红外特征的仿真。
（8）国外模型大多支持灵活的输出结果，可以输出静态的图像或是动态的视频，而且，很多模型对
输出结果可配置。
如果需要较高的精度或者较高的图像分辨率，可以采用复杂但精度高的算法；如果需要较高的帧频，
则可以采用较为简单但效率高的算法。
（9）国外各个研究机构对自己研制的仿真平台都进行了大量的实验验证工作，平台具有较高的置信
度，并且在很多的实际武器系统试验研制中获得了广泛应用。
4.1.2.2 国内发展动态国内在实时红外成像系统建模与仿真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整体水平比国外落后
了许多年。
国内在目标与背景的红外成像建模与仿真研究领域进行了较深入研究的单位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北
京理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浙江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华中科
技大学、北京仿真中心、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海军航空工程学院、装甲兵工程学院、空军工程大学、
天津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安徽光机所、上海交通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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