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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ＳＡＲ影像干涉相关性的遥感应用研究

张　箐
（中国科学院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北京　１０００８６）

摘要：合成孔径雷达干涉测量（ＩｎＳＡＲ）是雷达微波遥感技术的一个新研究领域。以往ＩｎＳＡＲ遥感应用研究主要集
中在通过利用雷达回波信号所携带的相位信息来获取地表高程信息方面。随着ＩｎＳＡＲ研究的不断深入，干涉相位
相关性中所包含的丰富信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其应用领域也在不断扩大。本文所提出的基于合成孔径雷达

影像干涉相位相关性信息的ＳＡＲ彩色图像合成方法就是在这一新兴领域上的一个研究尝试。它能将不同类型的
地物以不同的颜色直观地显示在图像上，弥补了ＳＡＲ图像在遥感应用上的不足。该方法非常适合林业资源监测等
方面的遥感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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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合成孔径雷达遥感（ＳＡＲ）由于不受气候条件以
及成像时间的影响，可以做到全天时、全天候对地观

测，从而为遥感应用研究人员提供了更丰富、更全面

的遥感信息。但是，就 ＳＡＲ图像本身而言，它是一
个单波段遥感图像。由于人眼对灰度变化的敏感度

不如对色彩变化的敏感度，因此，单波段ＳＡＲ图像中
所包含的丰富地表信息不能直观地反映在图像上。

ＳＡＲ遥感数据的最大特点就是它既记录了被观
测地表物体回波信号的振幅信息，同时也保留了其

相位信息。而一般 ＳＡＲ遥感应用仅考虑了其数据
信号的振幅信息，忽略了其相位信息。在这一点上，

合成孔径雷达干涉测量技术（ＩｎＳＡＲ）是利用雷达回
波信号所携带的相位信息来获得被观测物体之间的

相关信息以及地表高程信息的一种遥感技术手段。

以往它主要是用来获取数字高程模型（ＤＥＭ）、高程
变化（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ＤＥＭ）等数据信息。随着对 ＩｎＳＡＲ
技术研究的逐渐深入，人们发现相位干涉相关技术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ｉｃ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存在很广泛的遥感应用
潜力。它不仅可以用来获取地表高程信息，同时其

所包含的地表物体间影像相关信息也可以应用在土

地利用、林业资源调查以及植被覆盖等传统遥感应

用领域。

ＩｎＳＡＲ相位干涉相关性是与被观测地物的表面

结构及其稳定性有很大关系。不同类型的地物或同

一类型的地物在其不同的生长阶段在干涉相关性上

都会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干涉相关性的这些特

点是可以通过不同色彩将不同类型的地物直观地显

示在图像上。根据这一原理我们提出了一种基于影

像干涉相关信息的 ＳＡＲ彩色合成模型。通过此种
方法合成的图像，可以十分明显地区分出植被覆盖

区与非覆盖区、岩石裸露区、城镇居民点及水体等典

型地物类型。

１　研究区与数据来源

研究区为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范围为北纬

５０°０４′～５０°６５′，东经１２４°６３′～１２５°４５′，区内树木繁
茂，是当地林场所在地。

数据选用ＥＲＳ－１及 ＥＲＳ－２ＴａｎｄｅｍＰａｉｒ，ＳＡＲ
－ＳＬＣ四分之一景数据。接收日期分别是１９９６年５
月２日和３日。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图像配准
首先，对ＥＲＳ－１及ＥＲＳ－２ＴａｎｄｅｍＰａｉｒＳＡＲ－

ＳＬＣ数据进行图像配准处理，精度控制在二分之一
个像元以内。

由于ＩｎＳＡＲ处理所需的原始数据为具有相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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