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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战争形态已从传统的机械化战争转向高技术信息化的战争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在全球局部地
区发生的几场战争中已经确立了精确制导武器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
精确制导技术是精确制导武器的关键技术，其核心是精确探测和精确控制，利用传感器和信息网获取
待攻击目标的位置、速度、图像及特征等信息，经分析和处理后实时修正和控制武器自身的飞行轨迹
，确保精确制导武器在复杂战场环境中能精确命中目标的要害部位并有效摧毁目标。
在精确制导技术中，成像制导技术又是研究和发展的重要方向。
成像制导技术以目标成像为基础直接探测目标的外形或基本特征，以获取更多的目标信息，进而实现
对目标特征的高分辨率跟踪，是提高定向精度、识别能力、抗干扰性能的最有效技术。
由于成像制导中的信息量巨大，智能化信息处理技术就成为成像制导中的一项关键技术。
其核心则是目标识别技术，它是精确制导武器智能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自1998年开始，在航空科学基金（98D53039，04153067）、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
（20020699014，20060699024）和航天科技创新基金、武器装备预研基金的资助下，我们课题组进行了
有关导弹精确制导中的目标识别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本书的内容就是我们课题组在进行自动目标识别技术研究时所取得的图像处理和景象匹配方面的研究
成果。
全书共分为12章。
各章内容安排如下：第1章～第3章分别为绪论、红外图像预处理和遥感图像处理，介绍了精确制导武
器、红外成像制导及目标识别方面的基本概念、研究现状、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及精确制导中常
用的一些特殊图像处理方法与基本原则；第4章和第5章分别为数学形态学图像处理方法和基于粗糙集
的图像处理方法，介绍了课题组用数学形态学和粗糙集理论进行图像处理研究所取得的一些成果；
第6章～第8章为下视景象匹配制导，介绍了下视景象匹配制导的概况，基于图像特征的下视景象匹配
制导及基于纹理质地子特征的下视景象匹配制导，是课题组在巡航导弹的下视景象匹配制导研究中所
取得的一些成果；第9章为下视景象匹配制导中的一些改进方法，介绍了课题组在下视景象匹配制导
研究中所提出的抗变形的边缘匹配方法和能满足实时景象匹配要求的实时下视景象匹配定位方法，并
对提高图像匹配可靠性的方法进行了归纳；第10章和第11章分别为空中二维目标图像识别和空中三维
目标图像特征提取，介绍了课题组所提出的极坐标投影矩、仿射投影矩、K-L傅里叶矩、余弦傅里叶
矩等不变矩，及这些不变矩在二维目标图像特征提取、三维目标图像特征提取及目标识别中的应用；
第12章为基于支持向量机的空中三维目标识别，介绍了课题组所提出的一种基于风险分析的最小随机
风险多分类支持向量机分类方法。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景象匹配与目标识别技术>>

内容概要

《景象匹配与目标识别技术》针对精确制导中的景象匹配和目标识别技术，主要介绍了与景象匹配和
目标识别有关的研究方法和相关成果，涵盖了与景象匹配及目标识别有关的各种图像处理、景象匹配
、特征提取与目标识别方法。
全书共分为12章，其内容包括遥感图像处理方法、数学形态学图像处理方法、粗糙集图像处理方法等
图像处理方法和基于图像特征的下视景象匹配、基于纹理质地子特征的下视景象匹配、下视景象匹配
制导中的一些改进方法等下视景象匹配方法，以及空中二维目标图像识别、空中三维目标图像特征提
取与目标识别等空中目标识别方法。
  《景象匹配与目标识别技术》可作为高等学校导航制导类和航空航天类研究生教材或参考教材，也
可供从事精确制导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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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现代战争形态已从传统的机械化战争转向高技术信息化的战争阶段。
20世纪90年代至今，在全球局部地区发生的几场战争中已经确立了精确制导武器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
地位口。
精确制导武器的主要特点是命中精度高、作战效能高和大量使用微电子和光电技术。
精确制导武器具有结构紧凑、雷达特征低、质量小、外形尺寸小和发射平台多样化等优点，因而特别
有利于在现代作战环境中生存。
在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用精确制导武器击毁了约80％的目标，初显了精
确制导武器的威力。
在1999年3月的科索沃战争中美国主要使用的是精确制导武器，其用量已占到全部使用武器的98％，并
在这场战争中达到了零伤亡。
2001年10月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中，也大量地使用了精确制导武器。
2003年3月七枚“战斧”式巡航导弹实施的“斩首”行动宣布了第二次海湾战争的开始。
很多国家都明确地把精确制导武器列为重点发展的常规兵器。
精确制导武器已成为高技术信息化战争中的物理杀伤主要手段，并在战争中发挥关键作用。
精确制导武器是指命中概率较高的制导武器，一般是指直接命中概率大于50％的制导武器。
它们按照特定基准路线，运用控制和导引技术对目标进行攻击，主要用于摧毁重要战略目标和武器装
备，其特点是精度高、射程远、攻击力强。
精确制导武器一般由制导系统、战斗部与引爆系统、动力系统和伺服控制执行机构四部分组成。
精确制导技术是精确制导武器的关键技术，其核心是精确探测和精确控制，其研究重点是确保寻的制
导武器在复杂战场环境中精确命中目标和目标要害部位的寻的末制导技术。
精确制导武器利用传感器和信息网络获取待攻击目标的位置、速度、图像及特征等信息，经分析和处
理后实时修正和控制自身的飞行轨迹，具有很高的命中精度。
信息处理的基本作用是对传感器接收的各种信号进行分析处理，并与信息网的信息相融合，自动搜索
、识别、截获和跟踪目标信号，为武器系统提供必要的目标信息。
它与一般制导技术的区别在于，精确制导不仅能制导导弹直接命中目标，而且具有命中点（易损部位
）选择的能力和更强的抗干扰能力，并支持精确制导武器的远距离高精度作战、全天候作战和复杂战
场环境下作战。
精确制导技术是一项以高科技为基础，涉及多个专业技术领域的综合性系统应用技术。
它的发展促进了武器装备更新换代，极大地提高了武器系统作战效能，增强了常规威慑力量。
目前，精确制导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各种导弹上。
精确制导武器的大量使用，改变了传统的作战模式，使防区外攻击目标成为现实。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战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敌对双方在精确制导武器之间的激烈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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