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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特征就显得更为重要
本文给出了一种基于 准则 及 冈 的 目标图像的特征提取与识别方法

,

该方法利用 准则进行非线性特征提取
,

然后送入 分类器分类
。

用

提供的实测 地面 目

标数据对该方法进行验证
,

并与其它方法相 比较
,

结果表明本文方法具有 良好的识别率及推广
能力

。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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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 中 是一个非线性映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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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勺 是 空间中对应于 入 的特征矢量
,

的特征值均为非负
,

不失一般性
,

设 三 入 三
入 三 ⋯ 三 入

,

对应的特征向量分别记为
,

沪
,

⋯
,

对
,

它们可由 空间中的样本 到二 ,

张成
,

记

、 一 艺可 ’同

回
·

到动 一 艺可 二 , ,

对
, ,

,
,

一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

我们在本节开始做了一个假设
,

即 又廷
, 到二 、 一 。

,

若样本数据不满

足这一条件
,

空间中的样本可由下式代替

‘ 一 , 一 小同
一

命黔
·

其它与上述计算方法相似
。

此时
,

式中的 兀 用下式来代替

兀 兀 一 对兀 一 兀 肘 对兀

式中 、 是系数为 六的 阶单位阵
。

方法在 空间内具有与线性 相同的数学和统计特性
,

如各主元分量互不相
关 主元分量能够表示样本数据的最大方差 用主元分量进行样本数据重构其均方误差最小
样本的表示嫡减小等等

。

除此之外
,

还能比线性 提取出更多的样本信息
。

有实验证明
,

在
达到同样分类性能的前提下

,

所需的主元个数要少于线性
。

与其它非线性特征

提取方法相 比
,

它不需要解决非线性优化问题而只涉及矩阵的特征值分解计算
。

分类器设计

由于 自身的特点
,

其在 方位范围内对 目标的成像数 目有限
,

因此
,

训练样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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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小
,

为了得到更高的识别率和更好的推广性
,

我们选用 分类器
。

分类器是

对统
一

学 习理论中结构风险最小化原则的一个实现
,

它既可以解决线性可分问题又可解决非线
性可分问题

。

同时
,

它能很好地控制小样本
、

高维模式情况下学习机的推广性能并给出唯一最
优解

。

分类准则是使两类样本距分类面最近的样本点到分类面的距离最大
。

如图 所示
,

图中

实验数据
本实验所用数据是由美国 工作组提供的实测 地面静止 目标

数据
。

数据 由聚束式 采集而成
,

分辨率为
。

该数据集中所有 目标图像大小为
。

我们选用了工作组推荐的训练和测试数据
。

其中
,

训练样本是 在俯仰角为

时对地面 目标的成像数据
,

包括 类
,

只 卜 主战坦克
, ,

一

装 甲车
,

「

和
一

装 甲车
。

其样

本数分别为
,

和 个
,

它们的光学像如图 所示
。

测试样本是 在俯仰角为
“

时对地面 目标的成像数据
,

有 大类 个型号
,

各个型号对应的样本数分别为
一 ‘

个
, 一

个
, 一

个
, 一

个
, 一

个
,

一

个 和
一

个
。

每类样本的方位覆盖范围是 、
,

间

隔为
,

即每隔 就给出一幅像
,

图 给出了
一

在不同方位角下的 像
。

同类
不同型号的 目标在配备上有些差异

,

可参见文献
。

臀毋颐 黝 黝 髓
图 三种训练样本光学像 翌

一

在
, ,

方位角下的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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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预处理
为保证 目标在图像中的平移不变性

,

同时为减小 目标图像的动态范围并抑制乘性噪

从表 可见 两种方式分组情况下 用本文方法得到的识别率均高于其它 种方法 由于

模板匹配法是利用样本的均值作为模板
,

其与样本图像的几何形状有直接关系
,

同时 目

标图像对方位 比较敏感
,

所以方位间隔越小
,

形成的模板质量越高
,

匹配效果越好
,

识别率更
高

,

但模板数量增加
,

所需存储空间增大
。

在用 分类时
,

虽然 适合解决小样本高维
模式分类问题

,

但 由于按
“

方位间隔分组时
,

样本数过于少
,

每类 目标在每个方位单元内只

有
,

个训练样本
,

训练性能较差
,

因此在按 分组时
,

识别结果更好一些

表 中
,

在 时
,

本文方法得到的识别率最高
,

即
,

此时虽然线性 方法也

达到 了
,

但分组间隔增大时
,

其识别率迅速下降
,

在 时 已下降到
。

若不利用

目标图像的方位信息
,

利用本文方法识别率虽然有所下降 这主要是由于方位角的变化范围大

使得 目标图像结构变化也较大
,

相似性变差的缘故
,

但仍可达到 以上
,

优于线性

方法
,

对方位具有较好的鲁棒特性
,

降低了对 目标方位信息估计的精度要求

表 种分类方法的比较

文文文献 【 模板匹配法法 文献 线性 本文

,

表 线性
,

按不同方位间隔分组情况下的分类结果

线性 丝
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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