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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信息融合技术已被广泛地应用于国防军事领域，并被证明是现代信息化协同作战系统中的关键技
术，对这项技术的研究已成为国内外广泛关注的焦点。
信息融合技术由于能够使获取的信息更加可靠与完整，已经成为现代化战争中的军事实力倍增器。
　　多传感器图像配准和融合技术是在信息融合技术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图像处理新技术。
图像融合技术能够综合多传感器图像信息，提供更多更有效的关于场景的描述，所以在卫星遥感、医
学、航空、雷达等领域的图像处理、分析和工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多源图像融合是对同一场景中的多源图像信息的提取和综合，但是系统中不同的多个传感器所处的空
间位置或分辨率等参数不同时，造成了同一场景中目标图像的位移、尺度、旋转或投影的不同，其主
要原因有地理位置不同、多源图像录取和传递时间上的不一致、分辨率的不同等。
因此，像素级图像位置配准是图像融合的前提和基础。
由于多源图像信息具有互补性和冗余性，因此融合图像包含了比任何单一传感器输入通道的图像更丰
富、更全面、更具细节的信息，并且可以有效地提高信噪比，具有更高的可靠性，使融合结果有更高
的可信度，有利于提高对图像信息的分析和识别能力。
开展图像配准和融合的理论及实现方法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视觉图像是人类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
现代信息化作战中，需要对各种传感器信息进行正确、有效、实时的识别与处理，其中图像识别又是
获取信息重要手段。
视觉传感器采集的图像信息经过数字图像处理技术进行某些数学运算，以达到图像目标识别的任务。
目前，模式识别理论和技术已成功地应用于国防科研、工业、农业、医疗等许多领域，如指纹识别、
卫星遥感图片的机器判读、视觉机器人、武器制导寻的系统、车辆驾驶系统及车牌车型识别系统等。
　　本书基于国防预研项目，以图像信息配准、融合与识别及其实现技术作为主要研究内容，是目前
国内尚未涉及或尚未深入开展的前沿研究内容，不仅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理论研究，还设计并研制了实
验系统，对涉及的理论和算法进行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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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主要包括多源图像配准、融合和图像识别的基本理论，以及图像配准、融合、识别赖以
发展的理论基础，如统计推断与估计、智能计算、模式识别理论基础等；还包括频域相关配准、塔式
变换融合、小波变换图像融合方面的理论；讨论分析了客观和主观的融合图像质量评价标准；涉及红
外图像与可见光图像融合，遥感图像融合，医学多模图像配准等新技术。
　　本书知识体系完整，内容资料详实，理论深入浅出，实验材料取舍恰当，适合作为从事多源图像
融合和图像模式识别相关研究方向的电子工程专业技术人员的参考资料，也可以作为高等院校、科研
院所计算机与电子信息类研究生的专业教材与参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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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1.1　数据及图像融合技术　　现代化战争已经发展为电子化、信息化模式，并
在海、陆、空、天、电磁五维结构中进行。
为了获得最佳作战效果，在现代协同作战系统中，依靠单一传感器提供的信息已无法满足作战需求，
必须运用多传感器提供的观测数据，进行实时目标跟踪和处理，来获取敌方目标属性、行为意图、态
势评估、威胁分析和辅助决策等作战信息。
因此，近年来，多传感器信息融合技术迅速发展起来，并已成为多种技术相结合的新学科。
　　多传感器信息融合亦称多源信息融合，是指对来自多个传感器的数据进行多级别、多方面、多层
次的处理和综合，从而获取更可靠、更丰富、更精确、更有意义的信息。
多种文献[1．1-1．4]对信息融合的定义大致可概括为：对按时序获得的多传感器观测数据在一定准则
下加以自动分析、优化综合，以完成所需的准确状态估计和决策任务而进行的处理过程。
　　多传感器所提供的信息和单一传感器所提供的数据相比，具有可靠性、冗余性、互补性。
利用冗余性信息可以改善信噪比，并可获得更可靠的结果；利用互补性信息可获得更全面、更丰富、
包含更多细节的信息。
多传感器信息融合能够充分利用多源信息，最大限度地获得对目标场景的各种特征信息描述。
融合形式按照信息来源，分为雷达信息融合，如运动目标的航迹辨识；图像信息融合，如对战场图像
中作战平台、目标类型、位置、数量的识别。
其原理基于数字信号处理，但又有较大差别，多源信号的观测设备和物理环境使多传感器信息形式更
复杂、处理难度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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