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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城市地物分类的犔波段犛犃犚影像
极化特征提取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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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ＡＬＯＳＰＡＬＳＡＲ全极化数据提取了多种极化特征，分析其对人工地物、裸地、农田、林地、水体５

种典型地物的提取能力。实验结果表明，利用全极化ＳＡＲ影像提取的极化特征可以较好地区分城市典型地

物类型，并且全极化数据的地物区分能力优于双极化数据。对于单一时相的数据分类结果而言，人工地物与

其他非人工地物的极化特征差别最大，水体与林地也较容易区分，而裸地和农田容易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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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单极化ＳＡＲ影像相比，全极化ＳＡＲ影像

可以通过测量地面每个分辨单元内的极化散射矩

阵将目标的散射能量、相位以及极化特征统一起

来，从而能够相对完整地描述地物目标的几何与

物理特性。近年来，国内外有许多学者开展了利

用全极化ＳＡＲ影像进行地物信息提取，特别是地

表覆盖分类方面的研究［１４］。不过，对于将全极化

ＳＡＲ影像包含的各种特征信息应用于地表覆盖

分类的有效性，目前尚缺少较为系统、综合的分析

研究。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以 Ｌ 波段 ＡＬＯＳ

ＰＡＬＳＡＲ全极化影像为实验数据，从中提取了多

种极化特征，比较分析了这些特征对于城市典型

地物类型的提取区分能力，并确定了其中最优的

极化特征组合，以便为利用全极化ＳＡＲ数据进行

城市地表覆盖分类提供有效的参考。

１　极化特征与定量评价指标

１．１　极化特征

对于全极化ＳＡＲ影像，一般通过极化散射矩

阵来描述微波的散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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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犛狆狇表示采用狆 极化方式发射、狇极化方式

接收的复散射系数。

计算极化相关系数的通用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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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表示复数共轭；＜·＞表示整体平均；犛犪犪

和犛犫犫分别表示两个正交的极化基。圆极化相关系

数采用左旋右旋圆极化基犛犔犔与犛犚犚，而线性极化

相关系数采用水平垂直线性极化基犛犎犎和犛犞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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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有研究表明，利用圆极化相关系数可以很

好地区分人工地物与非人工地物，而线性极化相

关系数有助于提高非人工地物之间的区分能

力［５］。

同极化相位差和交叉极化相位差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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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散射机制的相位差不同，理想情况下，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