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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军事上的图像类型主要有各种卫星图像，如SPOT图像、TM图像、雷达图像数据、
热红外图像和航片等。
 以目标检测为例，军事上使用图像融合技术进行目标检测十分普遍。
由于军事目标往往具有隐蔽性，变化也较快，因此使用的图像应该能很好地显示出这些特征。
进行目标检测经常采用的图像包括：可以在恶劣天气状况下成像的雷达图像、具有反伪装能力的红外
图像和可见光图像等。
多源图像融合方法，可进一步提高图像分析、理解与目标识别能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恶劣天气
下的目标检测、伪装目标的识别、军事制图、靶场对武器系统进行有效地测试。
 在民用方面主要是遥感、国土资源、医学、摄影、摄像超分辨率复原、生物学、图像压缩、安全保障
、公安、工业生产控制、智能机器人和交通导航等。
 ①遥感图像处理、国土资源应用。
国土资源方面包括土地利用的动态检测，森林、海洋资源调查，环境调查与监测，洪涝灾害的预测与
评估等都要用到融合技术。
 ②在医学上的应用。
目前医学图像融合研究工作比较集中的是图像配准与融合方法，内容涉及图像获得、预处理（包括图
像分割、边缘提取、图像重构、图像配准等）、融合算法、可视化等。
 ③摄影、摄像超分辨率复原。
主要用于多焦点图像清晰度的处理。
 ④生物学。
如将荧光显微镜图像和透视图像相结合，认定细胞凋亡的形态。
 ⑤图像压缩。
如将几幅图像融合后再编码，压缩数据量，便于通信。
 ⑥安全保障、公安等方面。
主要是利用红外、微波等传感设备进行隐匿武器、毒品等的检查，安全监控。
 ⑦工业生产控制。
工业环境中有许多与视景相关的传感器，利用多信息将“背景区／运动区”分割，并进行边缘检测及
运动轨迹检侧。
 ⑧智能机器人。
视觉传感器只能得到二维图像，将CCD图像与超声波、红外等融合，实现景物辨别、定位、避障、目
标物探测等功能。
 ⑨交通导航。
为了改善恶劣天气条件（雨、雾等）或夜间驾驶时驾驶员的安全性，驾驶人员佩戴夜视装置，包含的
成像传感器有灰度电荷耦合器件、微光夜视装置、彩色电荷耦合器件、前视红外传感器等。
 下面介绍几个图像融合的简单应用实例。
 例8.1 医学图像融合。
 随着医学成像技术的不断提高，医学图像在医学诊断和治疗中的应用越来越重要，各国学者对如何处
理医学图像，使之能为医学诊断和治疗提供更好的帮助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医学图像融合逐渐成为图像处理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医学图像融合作为
信息融合技术的一个新的重要领域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
 当代医学图像成像系统的应用为医学诊断提供了不同模态的图像，这些多模态的医学图像各有特点，
可以提供不同的医学信息。
在放射外科手术计划中，计算机X射线断层造影术成像（computerized tomography，CT）具有很高的分
辨力，骨骼成像非常清晰，对病灶的定位提供了良好的参照，但对病灶本身的显示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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