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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深空探测器自主导航原理与技术》针对我国深空探测工程对自主导航技术的迫切需求，系统阐述了
深空探测器自主导航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总结了我国近年来在深空探测自主导航领域的研究进展
和技术成果，研究了深空探测器转移轨道、软着陆、表面巡视以及交会对接等不同阶段的自主导航技
术，并对未来深空探测自主导航技术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深空探测器自主导航原理与技术》内容和我国深空探测工程实践紧密结合，可为未来深空探测自主
导航技术的发展和工程应用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也可供从事深空探测工程的科研工作者和高等
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
本书凝聚了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同志及其带领的科研团队近年来在月球探测工程实践中积淀的技
术经验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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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图像分割　　图像分割就是将图像分成各具特性的区域，以便于快速提取出感兴趣的目标
。
在进行图像分割时，首先要根据目标和背景的先验知识来对图像中的目标和背景进行标记、定位，然
后将等待识别的目标从背景中分离出来。
常用的图像分割方法有灰度阈值分割法、边缘检测分割法和区域跟踪分割法等。
　　（3）图像匹配　　图像匹配是对含有同一目标区域的两幅图像进行空间配准，以确定图像中对
应点的关系和图像深度信息。
常用的图像匹配方法根据匹配基元的不同，可分为特征匹配、区域匹配和相位匹配。
　　3.4.3图像导航的误差分析　　图像导航的精度主要受成像敏感器获取的图像质量、图像的分辨率
、图像所包含的特征和图像处理算法影响。
此外，图像导航的精度还受到成像敏感器参数的影响。
例如，双目立体视觉的精度就会受到摄像机有效焦距、基线等结构参数的影响。
结构光立体视觉传感器的精度会受到摄像机本身的光学物理参数、激光器的特性参数、成像敏感器本
身的结构参数以及外界干扰源等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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