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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确定性的综合孔径辐射计反演方法没有考虑亮温分布先验信息的统计特性．针对亮温分布具有非连续
特性的展源，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稀疏先验的综合孔径展源辐射成像统计反演方法．根据该方法，采用修正的差分算
子提取亮温非连续分布展源中隐含的稀疏先验，建立稀疏先验概率分布的多层先验等效高斯模型，将图像反演等效为

该模型超参数估计，并采用期望最大化算法估计该模型超参数．仿真和实验结果表明：与现有的综合孔径辐射计确定
性反演方法相比，本文提出的反演方法不仅能有效提高反演图像的准确度，而且对综合孔径辐射计的各种误差鲁棒性

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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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为改善实孔径辐射计的空间分辨率，人们在上世纪

八十年代发展了综合孔径微波辐射计．综合孔径辐射计
（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Ｒａｄｉｏｍｅｔｅｒｓ，ＡＳＲｓ）测量的可见度函数
Ｖ（ｕ）与被观测场景的亮温分布 Ｔ（ξ）满足如下关
系［１～３］

Ｖ（ｕ）∝‖ξ‖＜１
Ｔ( )ξ ／ １－‖ξ‖槡[ ]２ Ｆｋ（ξ）Ｆｌ（ξ）

ｒ（－ｕξ／ｆ０）ｅ－ｊ２πｕξｄξ （１）

其中，Ｆｋ，ｌ表示归一化天线电压方向图，ｆ０表示中心频
率，ｒ表示消条纹函数，ｕ表示波长归一化的基线坐标，

ξ表示方向余弦．假设ＡＳＲｓ测量的非零基线数为 Ｍ，Ｍ
个如（１）所示的方程组可用矩阵表示为［４，５］

Ｖ＝ＧＴ＋ｅ （２）
其中，Ｖ表示（Ｍ＋１）×１维可见度函数采样列向量，简
称为可见度采样；Ｔ表示Ｊ×１（Ｊ＞Ｍ）维离散的亮温分
布，模型操作算子 Ｇ表示 ＡＳＲｓ的冲击响应；ｅ表示可
见度采样的测量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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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ＡＳＲｓ测量的可见度采样重建被观测场景的亮
温分布是一个不适定的反问题［６，７］．ＡＳＲｓ反问题的不适
定性根植于 Ｇ矩阵以及未知解对应的信号空间．解决
反问题不适定性的根本途径在于提取、正确描述（用数

学语言）并利用关于未知解的先验信息．早期的展源
ＣＬＥＡＮ算法［８］完全忽略了反问题的不适定性，没有约
束 Ｇ矩阵的不适定性．ＭＰ广义逆算法在输出最小平方
问题的框架内计算反问题的最小范数解；然而，从反问

题数值解的观点看，由于 Ｇ矩阵的不适定性，矩阵
ＧＧＨ的条件数会很大或者不可逆，从而导致无法执行
广义逆算法 ＧＨ（ＧＧＨ）．因此，对于不适定的 Ｇ矩阵，最
小平方解不稳定；相应地，最小范数解无意义．Ｌａｎｎｅｓ等
最早分析了 ＡＳＲｓ成像反问题的不适定性［９，１０］，并指出
可通过正则化的手段来寻求唯一的稳定解［１１，１２］．一种
直接从反问题数值解发展起来的正则化方法称为截断

奇异值分解法（ＴＳＶＤ），但该算法在选取所要舍弃的最
佳最小奇异值的个数（即进行正则化参数选择）上却面

临着困难［７］．Ｔｉｋｈｏｎｏｖ正则化法同样面临着如何选择最
佳正则化数的困难［７］．带限正则化法［１３］则利用 ＡＳＲｓ的
带限特性［９］约束 Ｇ矩阵的不适定性．ＴＳＶＤ法和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正则化方法采用数学的技巧提高数值解的稳
定性，而带限正则化法通过 ＡＳＲｓ的物理特性约束反问
题解．经研究上述三种正则化方法具有相同的性能［１４］．
这三种正则化方法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稳定的解，都没

有提供有关 Ｔ的信号空间的任何先验信息．
上述ＡＳＲｓ反演方法均属于确定性反演方法［７］，这

类方法倾向于仅涉及模型参数的估计值而不涉及概率

分布本身．然而，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其反问题解往
往是基于潜在的可见度采样和先验信息的统计分布得

到的：①ＭＰ广义逆法等效为似然率为高斯白噪的最大
似然法［７］．②ＴＳＶＤ法可视为先验概率 ｐ（Ｔｐｒ∈ｓｐａｎ｛ｖ１，
…，ｖｎ｝）为 １的最大后验（ＭａｘｉｍｕｍＡ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ＭＡＰ）估
计法，ｖｉ（１≤ｉ≤ｎ）为截断右奇异向量［７］．因此，ＴＳＶＤ法
的性能取决于矩阵截断奇异值之后的 Ｇ矩阵与先验协
方差矩阵的特征向量之间的吻合程度．③Ｔｉｋｈｏｎｏｖ正则
化方法可等效为先验概率分布和 ｅ的概率分布均为高
斯白噪声分布的 ＭＡＰ法．④带限正则化法通过引入
ＡＳＲｓ空间频率采样离散、有限的先验信息对解空间进
行约束．在带限正则化反演算法中可见度采样噪声仍
被默认为高斯白噪．因此，上述 ＡＳＲｓ确定性反演方法
均属于统计反演方法的特例．这些反演方法潜在性使
用的亮温分布先验概率分布和可见度采样概率分布本

质上限制了反演方法的性能．因此，有必要发展更为准
确的亮温分布先验模型和可见度采样统计模型．可见
度采样的准确统计模型请参见文献［１５］和［１６］．本文将

研究展源亮温分布的先验模型和统计反演方法．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地球无源微波遥感中，

Ｃａｍｐｓ［１７］和 Ａｎｔｅｒｒｉｅｕ［１８］将先验的地球和宇宙背景亮温
分布特征引入到反演过程中，以提高反演图像的准确

度．但正如Ａｎｔｅｒｒｉｅｕ所指出的，这些方法属于反演之前
的可见度函数预处理，本质上并没有对 ＡＳＲｓ反问题的
不适定性进行正则化；因为，这些方法仅仅修正了方程

（２）的左边，而 ＡＳＲｓ反问题的不适定性根植于 Ｇ矩阵
和未知解Ｔ对应的信号空间．

统计反演方法在一个更大的概率分布空间重构反

问题，使之成为一个良态扩展的问题以消除其不适定

性．统计反演方法将反演模型中的变量均视为随机变
量，该方法倾向于直接挖掘和利用先验信息，具有从本

质上提高ＡＳＲｓ性能的潜力．统计反演方法通过统计推
断的方式估计未知参数，避免了最优正则化参数选择

面临的困难．统计反演的结果为被测对象的后验概率
分布，包含了关于未知解的所有可以利用的信息，有利

于方便地评价反演结果的性能．统计反演方法采用统
计推断估计未知参数，可避免确定正则化参数的困难；

通过引入先验信息的统计特性，可提高反演图像的质

量．根据统计反演方法的特点，从如下三个环节开展了
ＡＳＲｓ统计反演成像的研究工作：①构造似然函数以描
述可见度采样和未知亮温分布之间的内在联系；②构

造先验概率分布以最恰当地描述展源亮温分布的先验

信息；③根据似然函数和先验概率分布之间的关系，发

展估计后验概率分布的方法．

２ ＡＳＲｓ统计反演方法

在统计反演框架内，Ｖ、Ｔ和ｅ均被视为多元随机
变量．根据贝叶斯公式，亮温分布的后验概率分布可以
表示为

ｐ（Ｔ｜Ｖ）＝ｐ（Ｖ｜Ｔ）ｐ（Ｔ）／ｐ（Ｖ） （３）
其中，ｐ（Ｔ）为先验概率分布，表示测量数据之外已知的
亮温分布的信息；ｐ（Ｖ｜Ｔ）为似然概率分布，后验概率
分布 ｐ（Ｔ｜Ｖ）表示已知可见度采样和先验信息时 Ｔ的
概率分布．统计反演的基本任务是提取亮温分布的先
验信息和可见度采样的统计特性，并采用统计推断的

方法来估计未知的亮温分布．
２１ 似然概率分布

在数字ＡＳＲｓ中，通过对两路信号的 ＡＤＣ采样样本
序列相乘并取算术平均实现相关运算可得可见度采样

值．当ＡＤＣ采样样本数足够大时，若忽略数字序列样本
的自相关性，根据中心极限定理，可近似认为可见度采

样值向量服从复多元高斯分布．因此，似然概率分布可
表示为

ｐ（Ｖ｜Ｔ）＝Ｎ（Ｖ｜ＧＴ，ＣＶ）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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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ＣＶ表示可见度采样值协方差矩阵，其具体计算方
法请参见文献［１７］．
２２ 先验模型

由于窄带系统接收的热辐射信号具有高斯特

性［１６］，且热辐射信号具有空间不相关的特性．因此，
ｐ（Ｔ）可采用高斯先验模型表示．其先验协方差可通过
求解反问题的‘初步’模型来估计．这里所谓的‘初步’
表示不利用先验信息．然而，根据这种方法估计得到的
先验协方差会收到接收机噪声的影响．例如，对于理想
的无噪声ＡＳＲｓ，反演图像像素的方差会遵循亮温的分
布；而当接收机噪声温度与天线温度之比较高时，反演

图像各像素的方差趋近于相同．相比于像素方差的分
布，根据‘初步’反演模型求解得到的亮温分布更接近

于其真实值．基于以上分析和事实，构建如下的高斯先
验模型

ｐ（Ｔ｜β）＝Ｎ（Ｔ｜０，βＣＴ） （５）
其中，Ｎ（Ｔ｜０，βＣＴ）表示均值为零，协方差矩阵为βＣＴ
的高斯分布；对角矩阵 ＣＴ的第ｊ个元素为（Ｔ′ｊ）２；Ｔ′ｊ为
Ｔ′的第ｊ个元素，Ｔ′是根据‘初步’反问题模型估计得到
的亮温分布值；超参数β用于调谐估计的先验协方差

与真实的协方差．
上述高斯先验模型取决于 ＡＳＲｓ的测量数据．因

此，ＣＴ的准确度受到ＡＳＲｓ误差的影响．为避免ＡＳＲｓ误
差对先验协方差的影响，应发展独立于测量数据的先

验模型．以具有结构特征的场景为例，如从地球静止轨
道观测的地球场景，它由宇宙背景、陆地、海洋、岛屿等

组成．其微波热辐射亮温分布见图 １（ａ）［１９］．以仰角
００４８５弧度处的一维亮温分布为例（图１（ｂ）），这类亮
温分布具有某些不连续或者起伏较大的位置（如宇宙

背景和地球交界处、海洋和陆地交界处等），称亮温分

布的这种特征为非连续性［７］．不难从图１（ａ）看出，不同
仰角位置的一维水平亮温分布均具有不同程度的亮温

非连续性．虽然难以直接在实空间域利用 Ｔ的非连续
先验，但是可以考虑具有非连续特性的亮温分布的一

阶差分λ的先验信息．仍以图１（ｂ）所示的亮温分布为
例，对应的λ的幅度分布如图１（ｃ），其降序排列如图１
（ｄ）；可发现λ的降序排列幅值呈指数形式下降，可采
用如图１（ｄ）的曲线 ｅｘｐ（－０２ｊ）近似拟合．其它仰角处
的一维图像也具有类似性质．因此，可认为λ具有广义
稀疏特性．

上述条件下的λ中只有少数重要的幅度系数，该

信息可用稀疏（或１）先验描述
［２０～２４］．若忽略λ的第Ｊ

个元素λＪ与Ｔ的第Ｊ个元素与ＴＪ之间的相关性，向量
［λ１，…，λＪ－１，ＴＪ］的先验概率分布可采用稀疏先验概率
分布表示为［７］

ｐ（［λ１，…，λＪ－１，ＴＪ］）∝ｅｘｐ －α∑
Ｊ－１

ｊ＝１
（｜λｊ｜＋｜ＴＪ｜( )） ；

λ＝ＬＴ （６）

Ｌ＝

１ －１ ０ ０
． ． ． ． ０
． ． ． １ －１
０ ． ．











０ １

（７）

其中，λｊ＝Ｔｊ－Ｔｊ＋１；１≤ｊ≤Ｊ－１；Ｌ表示Ｊ×Ｊ维修正一
阶差分算子，Ｌ中的最后一行是人为添加的，其目的是
为了保证矩阵 Ｌ可逆．ＡＳＲｓ的反问题模型可改写为

Ｖ＝Φλ＋ｅ （８）
其中，Φ＝ＧＬ－１．这样，ＡＳＲｓ反演就等效为在先验概率

分布（６）下求解式（８）．若反演得到 Ｔ的一阶差分λ′，则
相应的反演亮温分布为 Ｌ－１λ′．

根据贝叶斯概率论，１范数可以看作是关于λ的

每个元素的 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分布的负对数；而２范数可以看
作是 Ｖ的每个元素的高斯分布的负对数．在 ＡＳＲｓ成像
中，稀疏先验概率分布与似然概率分布（高斯概率分

布）不共轭［２５］．虽然可直接采用 ＭＣＭＣ方法［２６］计算相
应的后验概率分布，但是会严重增加计算的复杂度．
Ｔｉｐｐｉｎｇ在稀疏贝叶斯学习中提出了构造稀疏先验信息
的多层共轭先验等效模型的方法［２７］．根据该多层共轭
等效先验模型，可采用解析的方法计算λ的后验概率

分布ｐ（λ｜Ｖ）．根据该方法，首先定义关于λ的每个元
素的零均值高斯先验概率分布

ｐλ｜( )α ＝∏
Ｊ

ｊ＝１
Ｎ λｊ｜０，α－１( )ｊ （９）

其中，α＝［α１，…，αＪ］，αｊ表示λ的第ｊ个元素的方差的
倒数．然后，采用Ｇａｍｍａ先验概率分布［２８］作为超参数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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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超先验概率分布

ｐα｜ａ，( )ｂ ＝∏
Ｊ

ｊ＝１
Γαｊ｜ａ，( )ｂ （１０）

其中，Γ表示伽玛函数．则λ的整体先验概率分布为

ｐλ｜ａ，( )ｂ ＝∏
Ｊ

ｊ＝１∫
∞

０
Ｎ λｊ｜０，α－１( )ｊ Γαｊ｜ａ，( )ｂｄαｊ

（１１）
将λｊ视为测量数据，Ｎ λｊ｜０，α( )ｊ作为似然概率分布；
那么，Γ（αｊ｜ａ，ｂ）就为αｊ的共轭先验概率分布．而

∫
∞

０
Ｎ λｊ｜０，α( )ｊΓαｊ｜ａ，( )ｂｄαｊ即可解析地表示为学生

分布．通过调整参数 ａ和ｂ，可使学生分布在λｊ处具有
很高的尖峰．这就很好地符合了稀疏先验信息的特征．
２３ 超参数估计

在统计学中，未知参数的估计均可视为统计推断

问题，由此引出了超参数估计的问题［２８］．结合似然概率
分布和先验概率分布，可得未知量λ和α的后验概率

分布为

ｐλ，α｜( )Ｖ ＝ｐλ｜Ｖ，( )α ｐα｜( )Ｖ （１２）
由先验概率分布（９）和似然概率分布（４），根据贝叶斯公
式，可得λ关于Ｖ和超参数α的后验概率分布为

ｐλ｜Ｖ，( )α ＝ｐＶ｜( )λ ｐλ｜( )α ／ｐＶ｜( )α
＝Ｎ Ｖ｜μ，( )Σ （１３）

其中，后验协方差矩阵Σ和均值μ分别为

Σ＝ ΦＨＣ－１ＶΦ＋[ ]Ａ －１ （１４）

μ＝ΣΦＨＣ－１ＶＶ （１５）
其中，对角矩阵 Ａ＝ｄｉａｇ（α１，…，αＪ），上标‘Ｈ’表示共轭
转置．从式（１４）可发现，ＡＳＲｓ反演（即求λ）等效为求超
参数α的后验概率分布，即求关于α的最大概率分布

ｐ（α｜Ｖ）∝ｐ（Ｖ｜α）ｐ（α）．不妨假设超先验概率分布为
均匀分布，此时只需最大化 ｐ（Ｖ｜α），即最大化式

ｐＶ｜( )α ＝∫ｐ（Ｖ｜λ）ｐ（λ｜α）ｄλ （１６）

可采用期望最大化算法最大化上式．其中，步骤 Ｅ
为：求最大化式 Ｅλ｜Ｖ，α（［ｌｏｇ（ｐ（Ｖ｜λ）ｐ（λ｜α））］）的参
数α，Ｅλ｜Ｖ，α［］表示求关于后验概率分布 ｐ（λ｜Ｖ，α）
的均值．由于似然概率分布 ｐ（Ｖ｜λ）与超参数α不相
关．因此，最大化式（１６）可进一步等效为最大化如下表
达式

Ｅλ｜Ｖ，α ｌｏｇ（ｐ（λ｜α[ ]）） （１７）
求上式关于ｌｏｇ（αｊ）的偏导，令偏导数为零，可得αｊ＝１／
＜λ２ｊ＞；其中，＜λ２ｊ＞≡Ｅλ｜Ｖ，α（λｊ２）．步骤 Ｍ通过公式
（１４）和（１５）实现．最后，在步骤 Ｍ和 Ｅ之间进行迭代可
以得到最大化式（１７）超参数α、后验协方差矩阵Σ和
均值μ．

３ 仿真

为评估反演算法的性能．以图１（ａ）为参考场景，该
图像为２２５×２５６像素，亮温值范围在０Ｋ－３２０Ｋ之间．
确定性反演方法选取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正则化方法，分别将基于
如式（５）的高斯先验和基于如式（６）的非连续先验的统
计反演方法简称为 ＳＩＡＧ和 ＳＩＡＤ．仿真采用大型毫米
波ＡＳＲｓ仿真平台［２９］．设天线单元的最小间距为 ３７５
倍波长，这样可保证地球的轮廓在 ＡＳＲｓ视场范围
（－０１５～０１５弧度）内．本文主要分析反演方法的性
能，因此不考虑视场外的亮温，这样可避免视场混叠效

应．设系统积分时间为 ０１ｓ，接收机噪声为 ３００Ｋ，天线
阵列采用１４单元最小冗余直线阵．为分析反演方法对
误差的鲁棒性，设置各种 ＡＳＲｓ误差如下：天线相位误
差从－６°至６°均匀随机变化；天线归一化方向图的幅度
误差服从高斯分布，均值为零，方差为０１；各接收机中
心频率、带宽和中心频率处相位分别在 ３６４０～
３６４２ＧＨｚ、９０～１１０ＭＨｚ及－５°～５°之间均匀随机变化．

采用均方根误差（Ｒｏｏｔ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Ｅｒｒｏｒ，ＲＭＳＥ）（

∑ＦＯＶ
（Ｔ′ｐ－Ｔｐ）／Ｊ槡 ２）［１３］评价反演图像的质量．其中，

Ｔ′ｐ和Ｔｐ分别表示反演图像和参考场景的亮温．对图１
（ａ）中每一行的反演图像的 ＲＭＳＥ（简称 ＲＭＳＥ－１Ｄ）进
行统计．首先，不加入 ＡＳＲｓ误差．不同仰角对应的
ＲＭＳＥ－１Ｄ分布见图２（ａ）．与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正则化相比，ＳＩＡ
Ｇ和 ＳＩＡＤ在各仰角位置处对应的 ＲＭＳＥ－１Ｄ差别较
小．为定量分析，将整幅二维的反演图像的 ＲＭＳＥ简记
为ＲＭＳＥ－２Ｄ．与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正则化相比（５２４Ｋ），ＳＩＡＧ
（４３５Ｋ）和 ＳＩＡＤＰ（４８５Ｋ）可将 ＲＭＳＥ－２Ｄ分别改善
１６９８％和７４４％．接下来，引入所有上述ＡＳＲｓ误差．各
反演方法的ＲＭＳＥ－１Ｄ分布见图２（ｂ）．Ｔｉｋｈｏｎｏｖ正则化、
ＳＩＡＧ和ＳＩＡＤ对应的ＲＭＳＥ－２Ｄ分别为３４２１Ｋ、３５５９Ｋ
和５１８Ｋ．

上述仿真结果表明：（１）在理想的 ＡＳＲｓ条件下，
ＳＩＡＧ与 ＳＩＡＤ均能不同程度地提高反演图像质量；但
ＳＩＡＧ的性能受 ＡＳＲｓ误差的影响，本质上是高斯先验
模型依赖于测量数；（２）与Ｔｉｋｈｏｎｏｖ正则化，ＳＩＡＤ对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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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误差具有更强的鲁棒

性，本质上是引入了独立

于测量数据的未知亮温分

布的潜在稀疏先验信息．

４ 实验结果与分析

利用毫米波 ＡＳＲｓ原
型样机［３０］，进行了各种反

演方法的性能比较实验．
该ＡＳＲ系统采用１６单元最小冗余直线阵，最小天线间
距为１倍波长，最大天线间距为９０倍波长，中心频率为
３６４１ＧＨｚ，带宽１００ＭＨｚ，等效积分时间３２ｍｓ．

参考场景见图３（ａ），该场景中天空与建筑物亮温
差较大，具有明显的非连续先验；视觉上，ＳＩＡＤ（图 ３
（ｃ））比Ｔｉｋｈｏｎｏｖ正则化方法（图 ３（ｂ））的噪声要小．为
进行定量比较，在可见度采样数值中加入高斯噪声，使

其对应的等效积分时间为３２×１０－４ｓ．此时两种方法的
反演图像如图４（ａ）和４（ｂ）．可发现由于ＡＤＣ采样数据
噪声水平增加，反演图像质量明显下降．这一方面是由
于噪声作为测量误差数据经反演过程传播到反演图

像，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噪声增加时稀疏先验模型（如式

子（６））的准确度下降．由于建筑物真实亮温分布未知，
且未对数据进行绝对定标，反演所得数据为相对亮温

值；这里定义相对灵敏度〈‖Ｔ′－〈Ｔ′〉‖／‖〈Ｔ′〉‖〉来
衡量反演图像的噪声性能．以仰角３０°处的一维图像为
对象，进行１００次统计可得，与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正则化（３８７×
１０－１）相比，ＳＩＡＤ（５４２×１０－２）可将对应的反演图像相
对灵敏度提高了８５９９％．上述实验结果表明，ＳＩＡＤ方
法受到噪声水平增加的影响，反演图像质量会下降；但

在同等噪声水平条件下，通过引入潜在的场景稀疏先

验信息，与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正则化方法相比，采用 ＳＩＡＤ反演
方法能有效减小反演图像的噪声．

５ 结论

本文提出了基于稀疏先验信息的 ＡＳＲｓ统计反演
方法．根据该方法，采用修正的一阶差分算子提取具有
非连续先验的展源亮温分布中隐藏的稀疏先验；通过

建立稀疏先验概率分布的共轭多层先验等效模型，将

ＡＳＲｓ成像等效为超参数估计的问题；采用最大期望算
法估计了超参数．仿真和实验结果表明，基于稀疏先验
的ＡＳＲｓ统计反演方法可有效地提高反演图像的质量；
其根本原因在于，该方法引入了独立于测量数据的、关

于信号空间的先验信息．
关于一般场景的稀疏先验提取，目前的研究方向

正在从单一的正交变换向正交字典、冗余字典［３１，３２］等

方面发展，这点更符合自然界的大部分信号，能获得的

先验信息也更多．对于 ＡＳＲｓ成像，有必要发展适用于
微波热辐射展源场景的正交字典或冗余字典，以提取

更多的先验信息，从而提高ＡＳＲｓ的成像性能．

参考文献

［１］黄永辉，吴季．二维综合孔径微波辐射计成像理论与方法
研究［Ｊ］．电子学报，２００２，３０（５）：６９７－７０１．
ＨｕａｎｇＹｏｎｇｈｕｉ，ＷｕＪｉ．Ｓｔｕｄｙｏｎｉｍａｇ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
ｔｉｏｎ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ｒａｄｉｏｍｅｔｅｒ
［Ｊ］．Ａｃｔａ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２，３０（５）：６９７－７０１．（ｉｎＣｈｉ
ｎｅｓｅ）

［２］王本庆，李兴国．近程毫米波合成孔径辐射计成像算法
［Ｊ］．电子学报，２００９，３７（６）：１３５３－１３５６．
ＷａｎｇＢｅｎｑｉｎｇ，ＬｉＸｉｎｇｇｕｏ．Ｎｅａｒｓｅｎｓｉｎｇｍｉｌｌｉｍｅｔｅｒｗａｖｅ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ｒａｄｉｏｍｅｔｅｒｉｍａｇ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Ｊ］．Ａｃｔａ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９，３７（６）：１３５３－１３５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董晓龙，吴季，等．信道互耦和不平衡度对综合孔径微波
辐射计复相关干涉测量的影响分析及其校准［Ｊ］．电子学
报，２００１，２９（７）：９４７－９４９．
ＤｏｎｇＸｉａｏｌｏｎｇ，ＷｕＪｉ，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ｃｏｍｐｌｅｘ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ｍｕｔｕａｌ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ａｎｄ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Ｊ］．Ａｃｔａ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１，２９（７）：９４７
－９４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刘浩，吴季，等．综合孔径微波辐射计信道误差分析与标
定［Ｊ］．２００５，３３（３）：４０２－４０６．
ＬｉｕＨａｏ，ＷｕＪｉ，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ｅｒｒｏｒｏｆ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ｒａｄｉｏｍｅｔｅｒ［Ｊ］．Ａｃｔａ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５，３３（３）：４０２－４０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王飞鹏，吴季．综合孔径微波辐射计二阶量化数字相关器
研究［Ｊ］．电子学报，２００２，３０（３）：４５０－４５３．
ＷａｎｇＦｅｉｐｅｎｇ，ＷｕＪｉ．１ｂｉｔ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ｏｒｆｏｒ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１２４第 ３ 期 何方敏：一种基于稀疏先验的综合孔径展源辐射成像统计反演方法



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ｒａｄｉｏｍｅｔｅｒ［Ｊ］．Ａｃｔａ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０２，３０（３）：４５０－４５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黄永辉，吴季，等．综合孔径微波辐射计顺轨方向亮温反
演算法的研究［Ｊ］．电子学报，２０００，２８（１２）：１０８－１１０．
ＨｕａｎｇＹｏｎｇｈｕｉ，ＷｕＪｉ，ｅｔａｌ．Ｂｒｉｇｈｔｎｅｓｓ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ａｌｏｎｇｔｒａｃｋ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ｍｉ
ｃｒｏｗａｖｅｒａｄｉｏｍｅｔｅｒ［Ｊ］．Ａｃｔａ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０，２８（１２）：
１０８－１１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ＫａｉｐｉｏＪ，Ｓｏｍｅｓａｌｏ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ｖｅｒｓ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Ｍ］．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４．

［８］ＣａｍｐｓＡ，ＢａｒａＪ，ｅｔａｌ．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ｌｅａ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ｔｏ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ｏｆ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ｏｕｒｃｅｓｂｙｍｅａｎｓｏｆ
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ｒａｄｉｏｍｅｔｅｒｓ［Ｊ］．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８，１８：６７－８３．

［９］ＬａｎｎｅｓＡ，ＡｎｔｅｒｒｉｅｕＥ，ｅｔａｌ．Ｆｏｕｒｉｅｒ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ｖｉａＳｈａｎｎｏｎｔｙｐｅ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ＰａｒｔＩ：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Ｏｐｔｉｃｓ，１９９４，４１（８）：１５３７－
１５７４．

［１０］ＬａｎｎｅｓＡ，ＡｎｔｅｒｒｉｅｕＥ，ｅｔａｌ．Ｆｏｕｒｉｅｒ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ｖｉａＳｈａｎｎｏｎｔｙｐｅ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ＰａｒｔＩＩ：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Ｏｐｔｉｃｓ，
１９９６，４３（１）：１０５－１３８．

［１１］吕轶，王旭，等．正则化一步动态重建算法在磁感应成像
中的应用［Ｊ］．电子学报，２０１１，３９（１２）：２８０１－２８０６．
ＬüＹｉ，ＷａｎｇＸｕ．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ｅｄｏｎｅｓｔｅｐｄｙｎａｍｉｃｉｍａｇｅｒｅ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Ｊ］．ＡｃｔａＥｌｅｃ
ｔｒｏｎ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１，３９（１２）：２８０１－２８０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孙玉宝，韦志辉，等．稀疏性正则化的图像泊松去噪算法
［Ｊ］．电子学报，２０１１，３９（２）：２８５－２９０．
ＳｕｎＹｕｂａｏ，ＷｅｉＺｈｉｈｕｉ，ｅｔａｌ．ＩｍａｇｅＰｏｉｓｓｏｎ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ｕｓｉｎｇ
ｓｐａｒｓ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Ｊ］．Ａｃｔａ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１，３９
（２）：２８５－２９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ＡｎｔｅｒｒｉｅｕＥ．Ａ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ｇｍａｔｒｉｘ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ｆｏｒ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ｐｅｒ
ｔｕｒ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ｒａｄｉｏｍｅｔｅｒｓ［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ｏｎＧｅｏ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２００４，４２（８）：１６４９－１６５６．

［１４］ＰｉｃａｒｄＢ，Ａｎｔｅｒｒｉｅｕ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ｅｄ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ａｌ
ｇｏｒｉｔｈｍ 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ｒａｄｉｏｍｅｔｒｙ
［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ｏ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２００５，４３（２）：１６４９－１６５６．

［１５］ＸｉｏｎｇＺＢ，ＨｕＦ，ｅｔ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ｉ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ｒａｄｉｏｍｅｔｒｙ［Ｊ］．ＩＥＥＥ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９，６（３）：４２８－４３２．

［１６］ＢｕｔｏｒａＲ，ＣａｍｐｓＡ，Ｔｈｅｍａｐｓｉｎ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ｒａｄｉｏｍｅｔ
ｒｉｃｉｍａｇｅｓｄｕｅｔｏｃｒｏｓ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ｎｏｉｓｅ［Ｊ］．Ｒａ
ｄｉｏＳｃｉ，２００３，３８（４）：１０６７－１０７４．

［１７］ＣａｍｐｓＡ，ＶａｌｌｌｌｏｓｓｅｒａＭ，ｅｔａｌ．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ｉｍａｇ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ｆｏｒ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ｒａｄｉｏｍｅｔｅｒｓ［Ｊ］．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ｏ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２００８，４６（１）：
１４６－１５８．

［１８］ＡｎｔｅｒｒｉｅｕＥ．Ｏｎｔｈｅ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ｂｉａｓｉｎ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ｒａｄｉｏｍｅｔｒｙ［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ｏ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２００７，４５（３）：５９２－６０２．

［１９］ＴｏｒｒｅｓＦ，ＴａｎｎｅｒＡＢ，ｅｔａｌ．Ｒｏｂｕｓｔａｒｒａｙ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ａ
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ｉｃｒａｄｉｏｍｅｔ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
ＧｅｏＳＴＡＲｐｒｏｊｅｃｔ［Ｊ］．ＩＥＥＥ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７，４（１）：９７－１０１．

［２０］甘涛，何艳敏．基于稀疏分解的可伸缩图像编码［Ｊ］．电
子学报，２０１０，３８（１）：１５６－１６０．
ＧａｎＴａｏ，ＨｅＹａｎｍｉｎ．Ｓｃａｌａｂｌｅｉｍａｇｅｃｏｄ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ｐａｒｓ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Ｊ］．Ａｃｔａ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０，３８（１）：１５６
－１６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１］成萍，司锡才，等．基于稀疏贝叶斯学习的稀疏信号表示
ＩＳＡＲ成像方法［Ｊ］．电子学报，２００８，３６（３）：５４７－５５０．
ＣｈｅｎｇＰｉｎｇ，ＳｉＸｉｃａｉ，ｅｔａｌ．Ｓｐａｒｓｅｓｉｇｎａｌ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ＳＡＲ
ｉｍａｇ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ｐａｒｓｅ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Ｊ］．Ａｃｔａ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８，３６（３）：５４７－５５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２］付宁，曹离然，等．基于子空间的块稀疏信号压缩感知重
构算法［Ｊ］．电子学报，２０１１，３９（１０）：２３３８－２３４２．
ＦｕＮｉｎｇ，ＣａｏＬｉｒａｎ，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ｅｄｓｅｎｓｉｎｇｏｆｂｌｏｃｋ
ｓｐａｒｓｅｓｉｇｎａｌｓ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ｕｂｓｐａｃｅ［Ｊ］．Ａｃｔａ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
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１，３９（１０）：２３３８－２３４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３］付宁，乔立岩，等．面向压缩感知的块稀疏度自适应迭代
算法［Ｊ］．电子学报，２０１１，３９（３Ａ）：７５－７９．
ＦｕＮｉｎｇ，ＱｉａｏＬｉｙａｎ，ｅｔａｌ．Ｂｌｏｃｋｓｐａｒｓｉｔｙ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ｅｄｓｅｎｓｉｎｇ［Ｊ］．Ａｃｔａ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ａＳｉｎｉ
ｃａ，２０１１，３９（３Ａ）：７５－７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４］傅霆，尧德中．稀疏分解的加权迭代方法及其初步应用
［Ｊ］．电子学报，２００４，３２（４）：５６７－５７０．
ＦｕＴｉｎｇ，ＹａｏＤｅｚｈｏｎｇ．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ｓｐａｒｓ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Ａｃｔａ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４，３２（４）：５６７－５７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５］ＧｅｌｍａｎＡ，ＣａｒｌｉｎＪＢ，ｅｔａｌ．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２ｎｄ
［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ＲＣ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４０－４１．

［２６］ＴｉｅｒｎｅｙＬ．Ｍａｒｋｏｖｃｈａｉｎｓｆｏｒ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Ｊ］．Ｔｈｅ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１９９４，２２（４）：１７０１－１７２８．

［２７］ＴｉｐｐｉｎｇＭ．Ｓｐａｒｓｅ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ｖｅｃｔｏｒ
ｍａｃｈｉｎ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１，１：
２１１－２４４．

［２８］ＢｅｒｇｅｒＪ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２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１９８５．

［２９］熊祖彪，胡飞，等．综合孔径微波辐射探测系统仿真平台
设计［Ｊ］．系统仿真学报，２００７，１９（２４）：５６６３－５６６６．

［３０］ＣｈｅｎＫ，ＺｈｕＹＴ，ｅ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８ｍｍｂａｎｄ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ｓｙｎ
ｔｈｅｔｉｃｒａｄｉｏｍｅｔｅｒａｎｄｉｍａｇ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
ｆｒａｒｅｄ，ＭｉｌｌｉｍｅｔｅｒａｎｄＴｅｒａｈｅｒｔｚＷａｖｅｓ，２０１０，３１（６）：７２４－
７３４．

［３１］练秋生，陈书贞．基于解析轮廓波变换的图像稀疏表示
及其在压缩传感中的应用［Ｊ］．电子学报，２０１０，３８（６）：

２２４ 电 子 学 报 ２０１３年



１２９３－１２９８．
ＬｉａｎＱｉｕｓｈｅｎｇ，ＣｈｅｎＳｈｕｚｈｅｎ．Ｓｐａｒｓｅｉｍａｇ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ｎ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ｅｄｓｅｎｓｉｎｇ［Ｊ］．Ａｃｔａ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０，３８（６）：
１２９３－１２９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２］杨海蓉，张成，等．压缩传感理论与重构算法［Ｊ］．电子学
报，２０１１，３９（１）：１４２－１４８．
ＹａｎｇＨａｉｒ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ｅｄ
ｓｅｎｓ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Ｊ］．Ａｃｔａ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０，３８（６）：１２９３－１２９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作者简介

何方敏 男，１９８２年出生于湖北天门，２０１０
年获华中科技大学通信与信息系统专业博士学

位，海军工程大学舰船综合电力技术国防科技重

点实验室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电磁兼容与数字
信号处理技术．
Ｅｍａｉｌ：ｈｅｆａｎｇｍｉｎ８２＠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李青侠 男，１９６６年出生于湖北武汉，１９９９
年获华中理工大学电磁场与微波技术专业博士

学位，华中科技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系教授，博

士生导师，先后负责或参加国防科工委预研项

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 ８６３计划重大
项目及横向协作项目十余项．主要研究方向包括
微波遥感、微波探测、智能天线技术等．
Ｅｍａｉｌ：ｑｉｎｇｘｉａ－ｌｉ＠ｈｕｓｔ．ｅｄｕ．ｃｎ

３２４第 ３ 期 何方敏：一种基于稀疏先验的综合孔径展源辐射成像统计反演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