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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均匀模型 证明了多视全极化的雷达测量服从广义的 分布 并将从 中演绎 出的单通道

多视强度 分布与几种典型地表的实测数据的统计直方图和几种常用 的分布模型进行比较
,

经验地建立 了场景的非均匀性与合适的统计分布模型之间的关系 此外
,

本文还依据统计分析

的结果提 出了 自适应 的地貌类型分类方案
,

使分类精度得到明显提高
,

说明了统计分析的重要

性

极化 的测量模型

全极化 所测量的场景中各分辨单元的散射矩阵包含四个复元素
,

对互易介质来说
,

两个互极化项是恒等的 ’
。

散射矩阵中三个独立的复元素组成 目标的极化测量向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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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 式的条件 相对于变量 的数学期望
,

可以得到矩阵 的无条件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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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式和 式代入上式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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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修正的第二类 。 阶贝塞尔函数 上面推导的结果是一个广义 的 分布函数 当

二 时 也就是单视极化的情况
,

我们得到文献 中描述极化测量 向量 , 的
。

要验证这样 的高维函数是十分困难的
,

因此在下面 的试验测试中
,

我们将主要讨论从

式中演绎出的单极化通道 的多视强度 分布模型 在 式中使
,

我们得到多视强度

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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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夕, 指多视强度
,

万 侧势
。

这里我们得到与文献 中相 同的 分布
。

对单通道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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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值

图 波段 四 视 强度图象
图 海洋区域模型拟合测试

表 中的测试结果清楚地表明 高斯分布对所有讨论 的情况都不太合适
,

分布

对海洋区域 的测量数据优于其它 分布模型
,

对数正态模型总是最好地匹配城市区域的测量

数据
,

从类森林区域 的测量数据的统计性质依赖于所考虑的极化通道
,

这可能是由这类区

域的复杂的散射结构所造成 的
,

对海洋和类似森林区域
,

分布函数是对最佳匹配模型的

一个很好的近似
。

表 列出三个测试区域的每个极化通道 的强度测量的非均匀系数
。

我们从中知道
,

三个地

表类型 的非均匀性 皆与极化通道有关
。

不同区域 的非均匀系数的比较说明 城市区域具有最大

的非均匀系数 三个通道 的平均 。 二
,

海洋区域表现 出相对均匀的特点 三个通道的平均
。

。

因此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纹理 分布的 。 参数精确表示了场景 的非均匀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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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正态态

对数正态态

表 场景纹理非均匀参数估计 视强度数据

地地貌类型型 海洋洋 公 园园 城市市

极极化通道道
。。 估计值值

自适应 的分类方法

数据在地表分类的许多应用 , 表明分类的精度与地表类型很有关系 或者与测量数

据 的统计特性有关
,

所 以不能期望单个分布模型能适应场景中每个地表类型
。

因此有必要利

用 自适应的分布模型进行分类 作为 数据统计分析的一个应用
,

我们提 出一个 自适应最

大似然 分类方法
,

该方法根据特定场景的非均匀性 自适应地选取分布模型
。

对利用全极化信息的分类中
,

我们用 分布和对数域的多变高斯分布来构造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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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态分布分别应用于相对均匀和强非均匀的场景 对给定的采样点
,

它所处的局部场景的非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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