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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为了衡量在不同极化状态下 目标之间的接收功率差异
,

引入距离因子的概念

距 离 因子 描述 目标之间的特征差异的距离因子

亘止三丝
口艺 口

其中 万 和 葱
,

力 分别是第 类 目标特征 即天线接收功率 的统计均值和统计均方误

差 图 示出了利用 图像数据计算得到的 目标分类精度与距离因子 的关系曲线

假定 目标特征是高斯分布的 从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

对于高斯分布的 目标
,

当距离因子

全 时
,

目标的分类精度高于 而且随着距离因子的增大
,

分类精度逐渐提高 因

此
,

距离因子 可以作为判断 目标之间的特征差异大小的判据
。

最优状态的搜 索葬法 各类 目标在不同极化状态
、

不同波段所具有的特征是不同

的
。

因此
,

为了充分利用多波段数据以便最大限度地提高分类精度
,

我们利用距离因子作为
一 一

收到
, 一 一

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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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对

图 各个 目标对在三个不同波段对应的距离因子极值

分类算法

对 图像进行统计分类的 目的是将从类别标号 口
,

汤
,

⋯
,

口 中选出的
“

最可能
”

类

别标号
,

赋予图像中的某个像素点
。

为了确定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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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计算所有的后验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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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均值和均方差
,

并按照正态分布假设构造各类 目标的概率分布函数
,

结束训练

输入待分类的 图像测试数据

假定该图像数据属于类别

依次在最优状态下比较图像数据属于类别 和 是除 之外的其它 种类别中

的一种 的条件概率

如果在 次 比较中
,

均将该数据归类到类别
,

那么就判定该图像数据的类别标号

为 否则
,

将假定的类别标号 加
,

返 回到第 步
。

如果假定的类别标号 已经大于
,

则判定该图像数据不属于以上 种类别 中的任

何一种
,

属于未知类别数据
。

重复上述过程
,

直到完成对测试图像数据的分类为止
。

分类的结果见表
。

从表中可以得知
,

采用 多波段
、

全极化数据在最优状态下进行分类

所得到的精度最低为
。

作为对照
,

表 列 出了 算法对单波段 波段
、

单极化

极化 图像数据的分类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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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最优状态

水水水面面 耕地地 草地地 灌木木 灌木 密 〕〕门门 森林林 森林 密 未知类别别 分类精度度

水水面面

耕耕地地

草草地地

灌灌木木

灌灌木 密

森森林林

未知 耕地 草地 口 灌木

瓤黝 密灌木 森林 密森林 水而

图 荷兰 地区的地貌分类结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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