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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红外热成像与信号处理》介绍了红外热成像的基本理论和信号处理中的关键技术。
全书共分7章，主要内容包括：红外辐射理论及对外热成像作用距离的影响分析，非制冷探测器的探
测原理及工作偏置对控测器性能的影响分析，红外图像的非均匀性校正，图像增强技术，基
于DSP/FPGA的信号处理电路开发的关键技术及红外热成像系统的性能评估。

　　《红外热成像与信号处理》是根据在研发红外热成像系统中的遇到的关键问题以及在民用、交通
、军事上的实际需要编写的。
适用于从事红外热成像系统的科研工?人员、工程技术人员作为参考，也可供国防院校的研究生参考。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红外热成像与信号处理>>

书籍目录

第1章 绪论
　1.1 红外热成像系统的发展概况
　1.1.1 制冷型红外热成像技术
　1.1.2 非制冷红外热成像技术
　1.2 非制冷红外热成像技术发展优势
　1.3 非制冷红外热成像技术的应用前景
　1.4 国内外非制冷成像技术发展差距与战略对策
第2章 红外辐射理论
　2.1 红外辐射及辐射源
　2.1.1 太阳辐射
　2.1.2 地球红外辐射
　2.1.3 大气热辐射
　2.1.4 人工黑体
　2.1.5 人体热辐?
　2.2 红外辐射的基本理论
　2.2.1 透射、反射、吸收定律
　2.2.2 基尔霍夫定律
　2.2.3 普朗克定律
　2.2.4 维恩定律
　2.2.5 斯式藩-玻耳兹曼定律
　2.2.6 红外辐射源的光普辐射效率
　2.2.7 目标与背景的辐射对比度
　2.2.8 光谱微分出射率（热导数）
　2.2.9 实际物体的红外辐射
　2.2.10 影响物体的发射率的因素和变化规律
　2.3 红外辐射的大气传输特性
　2.3.1 地球的大气层结构
　2.3.2 地球的大气成分
　2.4 地球大气与红外辐射相互作用
　2.4.1 标准大气模型
　2.4.2 地球大气对红外辐射的消光
　2.4.3 地球大气对红外辐射吸收
　2.4.4 地球大气对红外辐射的散射
　2.4.5 影响红外辐射传播的气象条件
　2.5 红外热像仪的作用距离
第3章 非制冷焦平面阵列探测原理
　3.1 非制冷焦平面探测原理与分类
　3.2 主要热探测机制
　3.2.1 电阻型微测辐射热计
　3.2.2 热释电探测器
　3.2.3 热电偶探测器
　3.3 重要限制
　3.3.1 温度波动噪声限制
　3.3.2 背景波动噪声限制
　3.4 微测辐射热计的偏置效应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红外热成像与信号处理>>

　3.5 微测辐射热计的噪声
　3.6 典型非制冷红外焦平面阵列
第4章 红外图像处理技术
　4.1 红外因像特点
　4.2 红外图像的非均匀性校正
　4.2.1 红外图像的非均匀性产生机理
　4.2.2 红外图像的非均匀性校正方法
　4.2.3 红外图像非均匀性校正算法评估与讨论
　4.3 盲元检测与补偿
　4.3.1 盲元检测
　4.3.2 盲元补偿
　4.3.3 盲元检测与补偿算法评估
　4.4 红外图像增强
　4.4.1 红外图像直方图
　4.4.2 直方图均衡
　4.4.3 自适应分段线性变换
　4.4.4 离散小波变换红外图像增强方法
　4.4.5 图像增强实验
　⋯⋯
第5章 基于DSP/FPGA的信号处理电路
　5.1 基于DSP/FPGA的信号处理电路总体设计
　5.2驱动电路设计
　5.3 TEC温控电路设计
　5.4 A/D数据采集电路
　5.5 DSP功能模块
　5.6 FPGA功能模块
　5.7 D/A数据转换
　5.8 与PC的通信接口
　5.9 其他电路模块
　5.10 系统调试
第6章 基于FPGA的信号处理
　6.1 基于FPGA的电路设计与工作原理
?6.2 FPGA芯片选择
　6.3 NiosII处理器
　6.4 NiosII处理器系统功能配置
　6.5 基于NiosII的软件设计
第7章 红外热成像系统的质量评价
　7.1 噪声等效温差（NETD）
　7.2 最小可分辨温差（MRTD）
　7.3 调制传递函数（MTF）
　7.4 信号传递函数（SiTF）
　7.5 光谱传递函数（SPTF）
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红外热成像与信号处理>>

章节摘录

　　夜视技术是利用夜间天空辐射对地表景物的照射，或者利用目标自身热辐射，借助科学仪器观察
可见光波段以外的景物图像的技术，其核心技术为传感器技术。
夜视技术在现代战争中具有重要地位，装备夜视器材的武器装备遍及海陆空作战平台，应用于大中小
型武器系统，因此，掌握先进的夜视技术对于控制战场形势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1934年，红外变像管在德国问世，第一次使人类的非可见光普观察成为可能。
红外变像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20世纪50年代以后，夜视技术发展迅速，并逐渐分化为两个发展方向：微光成像技术和红外热热成像
技术。
两者的主要区别是，前者利用景物目标对夜天空光谱辐射的反射的光谱辐射获得目标图像，主要工作
于0.5um~2.5um的大气窗口；后者利用目标自身发射的光谱辐射获得目标图像，主要工作于3um~5um
和8um~14um的两个窗口。
与微光成像技术相比，红外热成像技术制作工艺复杂，生产维护成本高，但在作用距离、图像质量、
昼夜共用问题、可应用领域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西方发达国家非常重视红外热成像技术的发展。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进行了全球战略调整，提出美军在未来作战中要具备各种作战能力，其中前两种
都与红外热成像技术密切相关，即能将全球监视系统和通信系统以及有关数据的合成与处理集中用于
某一战区，形成信息优势，在全天候条件下能伪装和突破防线，识别和打击重要的固定和机动目标。
在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计划中，红外探测器技术是其中一项关键技术。
目前，西方国家的武器装备如星、弹、机、舰、车等无一例外装备了红外系统，在预警探测、情报侦
察、夜视观瞄、火控制导、精确打击、电子对抗等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实际上，红外技术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武器装备水平的标志。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红外热成像与信号处理>>

编辑推荐

　　《红外热成像与信号处理》详述DSP、FPGA的信号处理电路开发的关键技术；讲解红外图像的非
均匀性较正、图像增强技术；红外辐射理论及对红外热成像作用距离的影响分；非制冷探测器的探测
原理及工作偏置对探测器性能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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