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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一种基于最大后验和非局域约束的非下采样轮廓波变换域犛犃犚图像去噪方法。根据犛犃犚图像数据的特

征，引入非对数加性模型，并在该模型下对犛犃犚图像犖犛犆犜域中的噪声分布统计建模，应用最大后验准则和非局域约束

相结合的方法解求犛犃犚图像真实信号的犖犛犆犜系数。试验结果表明，本方法具有良好的去噪能力。

关键词：犛犃犚图像去噪；非对数加性模型；非下采样轮廓波；最大后验；非局域

中图分类号：犜犘７５１　　　　文献标识码：犃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１５９５（２０１２）０１００５９０６

基金项目：国家８６３计划（２００７犃犃１２０２０３）；国家９７３计划（２０１１犆犅７０７１０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４０９３０５３２）

１　引　言

合成孔径雷达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ｒａｄａｒ，

ＳＡＲ）图像是由接收散射回波信号的相干获得

的，因此会产生随机散布的相干斑（ｓｐｅｃｋｌｅ），降

低了目标探测和解译的能力，增加了图像处理的

难度。传统的ＳＡＲ图像去噪方法如增强Ｌｅｅ滤

波［１］、ＧａｍｍａＭＡＰ滤波
［２］等主要利用图像空域

的统计特征。由于对图像局部区域的假设有时与

实际情况不完全相符，所以在去噪的同时不能较

好地保留边缘和纹理细节。因而只通过对图像域

的灰度信息进行统计建模不能充分体现ＳＡＲ图

像多尺度多分辨等特性，对ＳＡＲ图像去噪是远远

不够的［３］。基于小波域统计特性的方法［４］在多尺

度多分辨的统计模型下分析相干斑噪声分布特

性，能够保持图像的细节以及轮廓特征。然而小

波基只对于具有点状奇异性的目标函数是最优

基，小波系数是稀疏的，对于具有线状奇异的函

数，小波系数则不再稀疏［５］。多尺度几何分析

（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ＧＡ）方法是继

小波变换之后，提出的又一类新的图像表示方

法［６］，能够在保持小波分析优良的时（空）频局部

化特性的同时，通过构造具有各向异性的基来检

测小波所不能充分刻画的几何结构，很好地保持

图像的奇异性信息，从而有利于图像去噪质量的

提高［７］。

轮廓波变换（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ＣＴ）
［８］变

换是一种 ＭＧＡ方法，在ＳＡＲ图像去噪中也得到

成功应用［３］，但由于其缺乏平移不变性，因此在采

取收缩法去噪时会引入Ｇｉｂｂｓ噪声
［６］。文献［９］

在轮廓波变换的基础上采用非下采样金字塔分解

和非 下 采 样方 向滤 波 器 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ｌｔｅｒ

ｂａｎｋｓ，ＤＦＢ）分解，提出了非下采样轮廓波变换

（ｎｏｎｓｕｂｓａｍｐｌｅｄ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ＮＳ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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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一种新的具有完全平移不变性的 ＭＧＡ方

法，已在 ＳＡＲ 图像去噪处理中显示出其优

势［７，１０１２］。由于非下采样变换域去噪方法比下采

样变换域去噪方法提供了更加丰富、冗余的图像

细节信息，而且具有平移不变性，所以前者的性能

一般高于后者［７］。但是目前基于 ＮＳＣＴ的方法

由于阈值收缩，会产生“裂痕”噪声，并且大多适用

于机载ＳＡＲ影像，对星载ＳＡＲ数据处理效果还

不是很理想。

笔者根据ＳＡＲ图像数据的特征，引入了非对

数加性模型，并在该模型下对ＳＡＲ图像 ＮＳＣＴ

域中的噪声分布统计建模，应用最大后验（ＭＡＰ）

准则和在ＮＳＣＴ域中的ｎｏｎｌｏｃａｌ（ＮＬ）约束相结

合的方法解求ＳＡＲ图像真实信号的 ＮＳＣＴ系

数，避免了裂痕噪声，增强了滤波视觉效果。最后

使用本文方法与传统 ＮＳＣＴ去噪方法和目前主

流去噪方法对真实星载ＳＡＲ图像进行去噪试验，

证明了本文方法的有效性。

２　犛犃犚图像的非对数加性相干斑模型

ＳＡＲ图像相干斑模型先验信息对ＳＡＲ图像

噪声抑制具有重要意义。在图像域，完全发育的

相干斑噪声模型可以表示为

犐（狓，狔）＝犚（狓，狔）犡（狓，狔） （１）

式中，（狓，狔）为图像坐标；犐为观测的ＳＡＲ图像强

度；犡为真实后向散射强度；犚为产生相干斑噪声

的过程，是一个均值为１，方差与等效视数成反

比，服从Γ分布的二阶随机过程。犚和犡 是两个

相互独立的随机过程。

在乘性噪声模型下，通常去噪的思路是首先

对图像进行对数变换，使图像转换为加性模型，假

设加性对数噪声为零均值高斯白噪声进行去噪。

但是这样处理不能很好地保持原图像的辐射特

性，变换后的相干斑噪声并不是零均值的，这会使

去噪后的结果图像的均值偏离原始图像的均值，

图像在视觉上会变暗［１３］。同时对数模型计算的

时间代价也非常大。

因此，对引入ＳＡＲ图像非对数加性模型
［１４］，

乘性模型式（１）改写为

犐（狓，狔）＝犚（狓，狔）犡（狓，狔）＝犡（狓，狔）＋

［犚（狓，狔）－１］犡（狓，狔）＝

犡（狓，狔）＋犖（狓，狔） （２）

犖（狓，狔）＝［犚（狓，狔）－１］犡（狓，狔）可认为是和实际

真实反射强度犡（狓，狔）相关的噪声。文献［１０］证

明了平稳区域噪声犖（狓，狔）的ＮＳＣＴ系数符合零

均值高斯分布。

３　非下采样轮廓波变换

轮廓波变换是一种图像多尺度几何表示方

法［８］。由拉普拉斯塔式分解 （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ｐｙｒａｍｉｄ，

ＬＰ）和方向滤波器组（ＤＦＢ）滤波两部分实现。先

由ＬＰ把原始图像分解为低频子带和高频子带，

然后高频子带经过 ＤＦＢ分解为多个方向子带。

对低频子带重复上述过程即实现了对原始图像的

多分辨率、多方向分解。图１（ａ）为ＣＴ变换的滤

波器组结构。ＣＴ变换具有良好的各向异性，基

的支撑区间是长宽比随尺度变换的“长方形”结

构，能够沿图像中的轮廓边缘用最少的系数来逼

近奇异曲线。但是由于下采样机制，在 ＬＰ分解

时，对图像进行了隔行隔列下采样，这在较大程度

地降低变换冗余性的同时导致了ＣＴ变换不具有

平移不变性，限制了其在一些图像处理领域里的

应用。

因此，文献［９］又提出了ＮＳＣＴ变换，保留了

ＣＴ变换的频率分割结构，去掉原ＣＴ变换中的

下采样步骤，采用非下采样塔式分解（ＮＳＰＬ）和

构造非下采样滤波器组（ＮＳＤＦＢ）。图１（ｂ）为

ＮＳＣＴ变换的滤波器组结构。ＮＳＣＴ具有更加丰

富的基函数集，提供了更好的频率选择性和正则

性，有利于更好地捕捉图像中的细节信息，同时保

证了平移不变性。

图１

Ｆｉｇ．１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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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犖犛犆犜域最大后验和非局域约束噪声
抑制

　　图像中的特征一般具有方向性，经过 ＮＳＣＴ

变换后，具有方向性的空间域的图像特征只分布

在少数几个子带的 ＮＳＣＴ系数上。而噪声一般

不具有方向性，经过ＮＳＣＴ变换后会均匀分布在

所有方向子带。因而可以在 ＮＳＣＴ域对对图像

统计建模，去噪处理。

４．１　犛犃犚图像犖犛犆犜域 犕犃犘多层阈值估计
［１０］

对ＳＡＲ图像的一条子带的ＮＳＣＴ变换在非

对数加性模型下可以表示为

　犆犐＝犖犛犆犜（犐）＝犖犛犆犜（犡＋犖）＝

犖犛犆犜（犡）＋犖犛犆犜（犖）＝犆犡＋犆犖 （３）

式中，犆犐、犆犡、犆犖 分别为观测图像、真实反射强

度、噪声的 ＮＳＣＴ系数；犖犛犆犜（·）为 ＮＳＣＴ变

换过程。

图像可看成是由各个很小的同质区域组

成［１５］，文献［１６］指出在同质区域内的地物真实后

向散射强度是一个常数，这种小的同质区域的极

限情况就是单个像素为一同质区域。与图像空域

同质区域相对应的是 ＮＳＣＴ域高频子带中的平

稳区域，文献［１０］证明了在 ＮＳＣＴ域高频子带

中的平稳区域犆犡、犆犖 分别可用零均值的高斯分

布和零均值的Ｌａｐｌａｃｅ分布建模。犆犡 的估计值

犆^犡 根据最大后验（ＭＡＰ）准则由犆犡 和犆犐 计算

得到

　^犆犡＝ａｒｇｍａｘ犘（犆犡／犆犐）＝ａｒｇｍａｘ［犘（犆犐／犆犡）

犘（犆犡）］＝ａｒｇｍａｘ［犘（犆犖）犘（犆犡）］＝

ａｒｇｍａｘ［ｌｎ犘（犆犖）＋ｌｎ犘（犆犡）］ （４）

式中，犘（犆犐）、犘（犆犡）、犘（犆犖）分别为犆犐、犆犡、犆犖 的

概率密度函数。式（４）可以表示为

　^犆犡＝ａｒｇｍａｘ［ｌｎ犘（
１

σ犆犖 ２槡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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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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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σ犆犡
犲－

｜犆犡｜

σ犆
犡
））］＝

ａｒｇｍａｘ（－
犆２犖
２σ犆２犖

－
｜犆犡｜

σ犆犡
） （５）

上式对犆犡 求导可得

－
犆犐－犆犡

σ犆２犖
－狊犻犵狀（犆犡）

１

σ犆犡
令其等于０，求得

犆^犡＝犆犐－狊犻犵狀（犆犡）
σ犆２犖
σ犆犡

（６）

由文献［１０］可知狊犻犵狀（犆犡）与狊犻犵狀（犆犐）相同，

由文献［１１］可确定σ犆２犖和σ犆犡。设狊犻犵狀（犆犐）
σ犆２犖
σ犆犡

为

阈值对 ＮＳＣＴ域各条高频子带中的平稳区域进

行软阈值去噪。为了下面对全部系数 ＮＬ优化，

保持系数的独立性，在实际计算中，取极端情况，

每个ＮＳＣＴ系数看做一个平稳区域。

４．２　犖犛犆犜域系数的非局域约束

对于各个子带分别软阈值去噪后重建的结果

存在着裂痕噪声，并由于阈值法对系数的“过扼

杀”［６］，导致图像在边缘处出现模糊。

实际上，某些 ＮＳＣＴ系数只含有噪声，而某

些ＮＳＣＴ系数则都为有效信号，对某一子带采用

一个单一的模型建模，设置同一阈值进行收缩，必

然会造成去噪不彻底或图像失真。图像经ＮＳＣＴ

由各向异性的基分解后，信号的几何结构得到了

充分保留，实际信号会表现为很强的相关性，噪声

因为是随机分布的表现为弱相关或者不相关［１７］。

因而可以根据 ＮＳＣＴ分解后系数的相关性对图

像进行去噪后的优化处理。

在实际计算中，每个ＮＳＣＴ系数不仅与同子

带系数之间具有相关性，同时不同子带和上下层

子带之间与同一空间位置对应的 ＮＳＣＴ系数由

于表示同一信号不同层次不同方向的分解，也具

有相关性。在同一空间位置的所有 ＮＳＣＴ系数

的关系可以表示为

犐＝ ∑
犽＝１，２…犓

　∑
犾＝１，２…犔

犆犽
，犾
犡α

犽，犾 （７）

式中，犆犽
，犾
犡 为在空间 犡 位置上犽 层犾 子带的

ＮＳＣＴ系数；α
犽，犾
∈Ψ 为张成空间犐的ＮＳＣＴ基；

犓、犔分别为分解的层数和每层分解的子带数。

文献［１８］中提出的ＮＬ滤波方法在对某一信

号滤波时同时考虑了本区域以及相关邻域的关

系，能够考虑到与该信号相似信号对其的影响。

对于软阈值收缩后的各子带的 ＮＳＣＴ某一系数

犆犻，其与同子带其他系数具有一定相关性，借鉴文

献［１８］的方法，有

犆犻＝∑
犼∈犕犼

狑（犻，犼）犆犼　犻∈犕犻 （８）

式中，犕犻和犕犼分别是包含犆犻和犆犼的两个区域；

权值狑（犻，犼）由犕犻 与犕犼 的相似程度决定。由于

ＮＳＣＴ的基是各项异性的，所以直接使用 ＮＳＣＴ

系数不能很好的表示他们之间关系。加入ＮＳＣＴ

基α，式（８）可以写为

犆犻α犻 ＝∑
犼∈犕犼

狑（犻，犼）犆犼α犼　犻∈犕犻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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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狏（犕犻）、狏（犕犼）分别是 犕犻 和犕犼 的系数向量，

可得

狑（犻，犼）＝
１

犖（犻）
犲－

‖狏（犕犻
）－狏（犕

犼
）‖
２
２，犪

犺
２ （１０）

式中，‖狏（犕犻）－狏（犕犼）‖
２
２，犪为一个加权欧式距离

递减函数，犪＞０为高斯核的标准差；犖（犻）＝

∑
犼
犲－

‖狏（犕犻
）－狏（犕

犻
）‖
２
２，犪

犺
２ 为正则化系数；犺 为滤波尺度

系数。

由式（７）和式（９）可得

犐＝ ∑
犽＝１，２…犓

　∑
犾＝１，２…犔

（∑
犼∈犕犼

狑（犻，犼）犆
犽，犾
犡犼α犼）α

犽，犾

（１１）

对每一子带ＮＳＣＴ系数均作ＮＬ滤波，对于

表示实际信号的系数，与其具有相关性的系数会

提供支持，而噪声则会进一步削弱。

５　算法实现

步骤１：设置ＮＳＣＴ变换分解层数以及各子

带方向数。对输入ＳＡＲ图像进行 ＮＳＣＴ变换，

得到ＮＳＣＴ系数。

步骤２：基于 ＭＡＰ的 ＢａｙｅｓＳｈｒｉｎｋ阈值估

计，根据文中３．１所述方法分层计算每一个子带

的收缩阈值，分层多阈值对各个子带软阈值收缩

去噪。

步骤３：对各子带软阈值收缩后的结果，根据

４．２中所述方法作ｎｏｎｌｏｃａｌ平滑约束。

步骤４：对去噪后的ＮＳＣＴ系数做ＮＳＣＴ逆

变换，得到最终的去噪图像。

６　试验及评价

本文采用两组星载ＳＡＲ图像数据验证所提

出去噪方法的有效性。第一组为ＴｅｒｒａＳＡＲＸ的

ＳＳＣ图像（２５６×２５６），主要验证本方法对人工地物

和水体的去噪效果；第二组为ＣｏｓｍｏＳｋｙＭｅｄ的

ＳＣＳ图像（２５６×２５６），主要验证本方法对田地的去

噪效果。试验中采用了增强 Ｌｅｅ
［１］、ＢＭ３Ｄ

［１９］、

ＰＰＢ
［２０］、基于最大后验的ＮＳＣＴ

［１０］和本文方法作对

比试验。

试验中，增强 Ｌｅｅ滤波采用 ３×３窗口，

ＢＭ３Ｄ滤波采用文献［１９］的方法，ＰＰＢ滤波采用

文献［２０］方法迭代２５次，基于最大后验的ＮＳＣＴ

滤波采用文献［１０］的方法，基于最大后验的

ＮＳＣＴ和本文方法中ＮＳＣＴ变换选择“ｍａｘｆｌａｔ”

ＮＳＰＬ分解和“ｄｍａｘｆｌａｔ７”ＮＳＤＦＢ滤波器组，为

了能够较好的保存图像的细节，ＮＳＣＴ作４层分

解，方向数为４、８、１６、１６。试验结果见图２、图３。

图２　ＴｅｒｒａＳＡＲＸ图像去噪结果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ＴｅｒｒａＳＡＲＸｉｍａ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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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ＣｏｓｍｏＳｋｙＭｅｄ图像去噪结果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ＣｏｓｍｏＳｋｙＭｅｄｉｍａｇｅ

　　ＳＡＲ图像的相干斑抑制过程是盲的恢复过

程，ＰＳＮＲ（ｐｅａｋｓｉｇｎａｌｔｏｎｏｉｓｅｒａｔｉｏ）等不能用来评

价去噪结果［３］。本文采用等效视数（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ｌｏｏｋｓ，ＥＮＬ）、比值图像均值
［１０］，作为去

噪结果客观的评价指标，ＰＳＮＲ反映了滤波后图像

与原始图像之间的差异，用来评价滤波图像分辨率

的变化和损失。试验数据的试验结果见表１、表２。

表１　不同滤波方法犜犲狉狉犪犛犃犚犡的试验结果

犜犪犫．１　犜犺犲犱犲狀狅犻狊犻狀犵狉犲狊狌犾狋狅犳犪犾犾狋犺犲犳犻犾狋犲狉犿犲狋犺狅犱狊犳狅狉

犜犲狉狉犪犛犃犚犡犻犿犪犵犲

滤波方法 ＥＮＬ 比值图像均值 ＰＳＮＲ

原始图像 ６．７９５１

增强Ｌｅｅ １３．７７６５ ０．９９１７ １８．２３８６

ＢＭ３Ｄ １０．５４５９ ０．９８５６ ２１．８７２６

ＰＰＢ １７．５９４７ １．０９０１ １６．９９９９

ＮＳＣＴ １０．７５９８ ０．９７７８ ２４．００００

本文方法 ２１．３３５２ １．００３３ １７．３４４５

表２　不同滤波方法犆狅狊犿狅犛犽狔犕犲犱的试验结果

犜犪犫．２　犜犺犲犱犲狀狅犻狊犻狀犵狉犲狊狌犾狋狅犳犪犾犾狋犺犲犳犻犾狋犲狉犿犲狋犺狅犱狊犳狅狉

犆狅狊犿狅犛犽狔犕犲犱犻犿犪犵犲

滤波方法 ＥＮＬ 比值图像均值 ＰＳＮＲ

原始图像 ６．６７９６

增强Ｌｅｅ １５．８５４７ ０．９９１２ １２．１６１９

ＢＭ３Ｄ １０．９１２６ ０．９７９４ ２２．１８５８

ＰＰＢ ２２．０５１８ １．０６６１ １６．２６２１

ＮＳＣＴ １７．７４２６ ０．９７７６ ２３．５２５９

本文方法 ３１．６２６２ １．００３１ １６．０１５６

等效视数用来衡量一幅图像斑点噪声相对强

度，目前被广泛接受为ＳＡＲ相干斑抑制的指标。

等效视数越大，去噪效果越好。本文方法去噪结果

的等效视数高于其他方法，这与目视效果一致。在

理想情况下，原始图像与去噪后结果图像的比值图

像为相干斑噪声图像。而相干斑噪声图像的均值

为１。所以比值图像的均值越接近１，去噪结果越

好，对原始图像辐射特性保持得越好。本文方法对

应的比值图像的均值最接近１，说明对原始图像辐

射特性保持最好。ＰＳＮＲ反映了滤波结果与原始

图像之间的差异，ＰＳＮＲ值越大则与原始图像差异

越小，因为去噪的同时牺牲了图像的细节和分辨

率，所以要辩证地看待ＰＳＮＲ值。本文方法ＰＳＮＲ

值与增强Ｌｅｅ和ＰＰＢ方法接近，即在分辨率和细

节保持上与一些经典方法相近，而ＰＳＮＲ值低于某

些方法的同时，去噪效果也优于这些方法。

从主观上评价，在两组试验数据中，本文方法

对水体和平坦地区的去噪结果明显优于其他方

法，在同质区域产生的伪吉布斯效应是最弱的，同

时具有较强的细节保持能力，并且改善了基于最

大后验的 ＮＳＣＴ去噪方法在某些局部区域会产

生划痕的缺点。由基于最大后验的 ＮＳＣＴ滤波

方法和本文方法的结果相比较可以看出，虽然本

文方法结果更加平滑，但由于ＮＬ约束的引入，计

算过程中ＮＳＣＴ系数多作了一次平滑处理，所以

对结果的细节纹理保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７　结　论

本文针对ＳＡＲ图像对数加性模型不能够很

好保持原图像的辐射特性和计算时间代价大的问

题引入了非对数加性模型。基于文献［９］提出的

方法，利用 ＮＳＣＴ对ＳＡＲ图像细节信息的刻画

能力［１２］对 ＳＡＲ 图像作 ＮＳＣＴ 分解。然后对

ＳＡＲ图像同质区域在非对数加性模型下的噪声

分布应用高斯分布建模，并基于 ＭＡＰ准则计算

每个高频子带中真实信号ＮＳＣＴ系数的阈值，分

层多阈值去噪。针对频域阈值去噪对真实信号

“过扼杀”的问题，考虑到在频域真实信号 ＮＳＣＴ

之间的相关性，借鉴ＮＬ理论，对每个子带阈值去

噪的结果进行ＮＬ滤波，进一步增强真实信号的

ＮＳＣＴ系数，削弱残存噪声的影响。

通过试验，与经典的增强Ｌｅｅ滤波算法和目前效

果较好的ＰＰＢ去噪方法等相比，在客观指标上本文方

法在原图像辐射特性保持和去噪效果上均优于其他

方法，在主观目视效果上，在ＳＡＲ图像的同质区域

去噪效果明显，纹理结构和细节也得到有效保持。

但是从试验中也可以看到，由于 ＮＬ方法的

引入，在解决了传统的ＮＳＣＴ阈值去噪方法产生

裂痕噪声和边缘模糊的同时，即使在同质区域噪

声去除效果良好，算法的计算时间代价要小于

ＰＰＢ方法，图像某些细节部分不如ＰＰＢ方法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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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因此对去噪后图像细节纹理的保持增强还需

作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１］　ＬＥＥＪＳ．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ｍａｇｅ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Ｎｏｉｓｅ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ｂｙＵｓｅｏｆＬｏ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Ｊ］．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Ｍａｃｈｉｎｅ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１９８０，ＰＡＭＩ２

（２）：１６５１６８．

［２］　ＬＯＰＥＳＡ，ＮＥＺＲＹＥ，ＴＯＵＺＩＲ，ｅｔａｌ．Ｍａｘｉｍｕｍａ

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ｉ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ＦｉｒｓｔＯｒｄｅｒＴｅｘｔｕｒｅＭｏｄｅｌｓｉｎＳＡＲ

Ｉｍａｇｅｓ［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ＩＧＡＲＳＳ’９０．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

Ｃ：ＩＥＥＥ，１９９０：２４０９２４１２．

［３］　ＳＨＡＹｕｈｅｎｇ，ＣＯＮＧＬｉｎ，ＳＵＮＱ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ＳＡＲＩｍａｇｅ

Ｄｅｓｐｅｃｋｌ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ＤｏｍａｉｎＨｉｄｄｅｎ Ｍａｒｋｏｖ

ＴｒｅｅｓＭｏｄｅｌ［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Ｍｉｌｌｉｍ Ｗａｖｅｓ，２００９，

２８（１）：６６７１．（沙宇恒，丛琳，孙强，等．基于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域

ＨＭＴ模型的ＳＡＲ图像相干斑抑制［Ｊ］．红外与毫米波学

报，２００９，２８（１）：６６７１．）

［４］　ＺＨＡＮＧＪｕｎ，ＬＩＵＪｉａｎ．ＡＳｐｅｃｋｌｅ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ｂｙ

Ｓｏｆｔ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ｏｎＷａｖｅｌｅｔＦｉｌｔｅｒｓｆｏｒＳＡＲＩｍａｇｅｓ

［Ｊ］．ＡｃｔａＧｅｏｄａｅｔｉｃａｅｔ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１９９８，２７

（２）：１１９１２４．（张俊，柳健．ＳＡＲ图像斑点噪声的小波软

门限滤除算法［Ｊ］．测绘学报，１９９８，２７（２）：１１９１２４．）

［５］　ＪＩＡＯＬｉｃｈｅｎｇ，ＴＡＮＳｈ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ｏｆ

Ｉｍａｇｅ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Ａｃｔａ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３，３１（１２Ａ）：４３５０．（焦李成，谭山．图像多尺度

几何分析：回顾和展望．电子学报，２００３，３１（１２Ａ）：４３５０．）

［６］　ＤＥＮＧＣｈｅｎｇｚｈｉ．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ＩｍａｇｅＳｐａｒｓ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Ｄ］． Ｗｕｈａｎ：Ｈｕａｚｈ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８．（邓承志．图像稀

疏表示理论及其应用［Ｄ］．武汉：华中科技大学，２００８．）

［７］　ＳＵＮＱｉａｎｇ，ＧＡＯＹｏｎｇ，ＪＩＡＯＬｉｃｈｅｎｇ．Ｉｍａｇｅ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ｐａｔｉａｌｌｙ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ＳｈｒｉｎｋａｇｅｉｎＮＳＣＴ

Ｄｏｍａｉ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０，３０

（８）：２０８０２０８４．（孙强，高勇，焦李成．基于空间自适应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缩减的ＮＳＣＴ域图像去噪方法［Ｊ］．计算机应用，

２０１０，３０（８）：２０８０２０８４．）

［８］　ＤＯＭＮ，ＶＥＴＴＥＲＬＩＭ．Ｔｈ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Ｍｕｌｔｉ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Ｊ］．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ｏｎ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２００５，１４

（１２）：２０９１２１０６．

［９］　ＣＵＮＨＡＡＬ，ＺＨＯＵＪｉａｎｐｉｎｇ，ＤＯ Ｍ Ｎ．ＴｈｅＮｏｎｓｕｂ

ｓａｍｐｌｅｄ 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Ｔｈｅｏｒｙ，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ｏｎ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２００６，１５（１０）：３０８９３１０１．

［１０］　ＦＥＮＧＨｏｎｇｘｉａｏ，ＨＯＵＢｉａｏ，ＪＩＡＯＬｉｃ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ＳＡＲ

ＩｍａｇｅＤｅｓｐｅｃｋｌ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ｏｎＬｏｃａｌ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Ｍｏｄｅｌａｎｄ

ＭＡＰｉｎ ＮＳＣＴ Ｄｏｍａｉｎ［Ｊ］．Ａｃｔａ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０，３８（４）：８１１８１６．（凤宏晓，侯彪，焦李成，等．基

于非下采样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域局部高斯模型和 ＭＡＰ的ＳＡＲ

图像相干斑抑制［Ｊ］．电子学报，２０１０，３８（４）：８１１８１６．）

［１１］　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ｈｕｉ，ＪＩＡＯＬｉｃｈｅｎｇ，ＮＩＵ Ｈｏｎｇｊｕａｎ，ｅｔａｌ．

Ｉｍａｇｅ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Ｎｏｎｓｕｂｓａｍｐｌｅｄ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

Ｂａｓｅｄｏｎ Ｍｕｌｔｉ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０，３６（４）：２００２０４．（杨晓慧，焦李成，牛宏娟，等．

基于多阈值的非下采样轮廓波图像去噪方法［Ｊ］．计算机

工程，２０１０，３６（４）：２００２０４．）

［１２］　ＣＨＡＮＧＸｉａ，ＪＩＡＯＬｉｃｈｅｎｇ，ＬＩＵＦａｎｇ，ｅｔａｌ．ＳＡＲ

ＩｍａｇｅＤｅｓｐｅｃｋｌ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ｅｃｋｌｅ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ｉｎＮｏｎｓｕｂｓａｍｐｌｅｄ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Ｄｏｍａｉｎ［Ｊ］．Ａｃｔａ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０，３８（６）：１３２８１３３３．（常霞，焦李

成，刘芳，等．基于斑点方差估计的非下采样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域

ＳＡＲ图像去噪［Ｊ］．电子学报，２０１０，３８（６）：１３２８１３３３．）

［１３］　ＸＩＥＨ，ＰＩＥＲＣＥＬＥ，ＵＬＡＢＹＦ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

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ｉｃａｌｌｙ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Ｓｐｅｃｋｌｅ［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２００２，４０（３）：７２１７２７．

［１４］　ＡＲＧＥＮＴＩＦ，ＡＬＰＡＲＯＮＥＬ．ＳｐｅｃｋｌｅＲｅｍｏｖａｌｆｒｏｍ

ＳＡＲＩｍａｇｅｓｉｎｔｈｅＵｎｄｅｃｉｍａｔｅｄ ＷａｖｅｌｅｔＤｏｍａｉｎ［Ｊ］．

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２００２，４０（１１）：２３６３２３７４．

［１５］　ＬＥＥＪＳ，ＨＯＰＰＥＬＫ，ＭＡＮＧＯＳ．Ｕｎ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ＳｐｅｃｋｌｅＮｏｉｓｅｉｎＲａｄａｒＩｍａｇｅ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Ｉｍａｇ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２，４（４）：２９８３０５．

［１６］　ＬＯＰＥＳＡ，ＴＯＵＺＩＲ，ＮＥＺＲＹＥ．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Ｓｐｅｃｋｌｅ

ＦｉｌｔｅｒｓａｎｄＳｃｅｎｅ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９９０，２８（６）：９９２１０００．

［１７］　ＺＨＡＮＧＸｕｅｍｅｎｇ，ＪＩＦａｎｇ．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Ｉｍａｇｅ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Ｗａｖｅｌｅｔ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Ｗｅｉｆａｎｇ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２０１０，２３（２）：９０９１．（张

学梦，籍芳．基于小波系数相关性的图像去噪研究［Ｊ］．

潍坊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１０，２３（２）：９０９１．）

［１８］　ＢＵＡＤＥＳＡ，ＣＯＬＬＢ，ＭＯＲＥＬＪＭ．Ａ Ｎｏｎｌｏｃａｌ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Ｉｍａｇｅ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ＩＥＥ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ｏｃｉｅｔｙ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ｔｔｅｒ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２．ＰａｌｍａｄｅＭａｌｌｏｒｃａ：ＩＥＥＥ，２００５：６０６５．

［１９］　ＤＡＢＯＶＫ，ＦＯＩＡ，ＫＡＴＫＯＶＮＩＫ Ｖ，ｅｔａｌ．Ｉｍａｇｅ

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ｂｙＳｐａｒｓｅ３Ｄ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ｄｏｍａｉｎ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Ｊ］．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２００７，１６（８）：２０８０２０９５．

［２０］　ＤＥＬＥＤＡＬＬＥＣＡ，ＤＥＮＩＳＬ，ＴＵＰＩＮＦ．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Ｍａｘｉｍｕｍ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ｗｉｔｈ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Ｐａｔｃｈ

ｂａｓｅｄＷｅｉｇｈｔｓ［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２００９，１８（１２）：２６６１２６７２．

（责任编辑：丛树平）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４１１

修回日期：２０１１０５２３

第一作者简介：岳春宇（１９８３—），男，博士生，研究方向为

遥感图像处理。

犉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犢犝犈犆犺狌狀狔狌（１９８３—），犿犪犾犲，犘犺犇犮犪狀犱犻

犱犪狋犲，犿犪犼狅狉狊犻狀狉犲犿狅狋犲狊犲狀狊犻狀犵犱犪狋犪狆狉狅犮犲狊狊犻狀犵．

犈犿犪犻犾：狔犮狔１８９３＠１６３．犮狅犿

４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