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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P要!)为了分析汶川地震震后高分辨率合成孔径!-<)"图像的城区建筑物特征%基于实际获取的机载 T波段

-<)图像%采用电磁模拟方法进行分析和研究, 通过对城区的完整建筑和毁损建筑进行三维建模%采用射线跟踪

的电磁计算方法和图像域积分的成像模拟方法得到不同受灾程度的建筑物 -<)模拟图像, 与真实 -<)图像对比

分析%提出的算法能够分析建筑物结构变化对 -<)图像的影响%模拟主要的强散射点%能有效辅助 -<)图像进行

城区特征分析,

关键词!P合成孔径雷达 -<)%建筑物%电磁模拟

中图分类号!)-.#'6-.#+(V!)))文献标识码!P<

!)引)言

随着合成孔径雷达! E2\"分辨率的不断提高%

我们可以获得越来越多的人造目标的细节特征,

并且由于其不受日夜和恶劣天气的影响%使得高分

辨率 E2\在灾害监测应用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

注, 在小于 !<分辨率情况下%建筑物的各个细节

在 E2\图像中清晰可见, 但由于 E2\特殊的成像

几何%使得大量建筑物淹没在阴影中%因此如何对

E2\影像中的建筑物特征进行分析%已经成为高分

辨率遥感应用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光学图像中%通过目视观察可以直接获取建

筑物的细节%而 E2\图像则必须通过其基本的散射

特征来解释%例如二面角反射-角反射器等, 由于

复杂的环境的干扰%在 E2\图像中很难将具体的散

射点和建筑物上发生散射的结构联系起来, 因此%

在真实场景中%由于城区建筑复杂%互相之间的散

射影响大%通过电磁模拟方法%灵活地将建筑物的

各结构去除或者叠加%从而分析出每个强散射点的

贡献的起因%从而对图像中的特征进行解释,

通常所采用的建筑物 E2\图像模拟方法如下#

将墙面与地面%屋顶作为两个独立的散射体%分别

计算散射, 完整的建筑物的表面比较平整%采用粗

糙度可以描述$但对于特别构造%例如倒塌的房屋%

本身存在断裂面%表面构造存在不规整现象%这样

采用复杂模型来构造建筑物很有必要,

并且 E2\图像的模拟在各个尺度上有各自的方

法%大范围的场景集中考虑传感器的成像影响

!H=BC;:?;7:99>% !''("%在自然场景主要考虑了地形

的起伏!吴涛等%(""#"%在植被密集的区域考虑植被

的散射影响!徐丰 M金亚秋%(""&"%但是由于应用的

不同%单一的方法无法满足实际的需求, E2\图像

的模拟方法有 ( 种#第一种首先模拟原始信号%然后

通过 成 像 滤 波 器 得 到 模 拟 图 像 !H=BC;:?;7:99>%

!''("$第二种方法%通过图像域积分直接得到模拟图

像!47BAABM@>CG% !'',", 具体到建筑物图像的模

拟%有 ( 种不同的策略#一种对整个建筑物模拟$另一

种%首先将建筑物分割为不同的面%分别成像%然后组

合到一起得到模拟图像, 第一种策略需要细致的考

虑面元之间的互相作用%还需要考虑入射角-表面粗

糙度%这需要大量的时间%模型也需要很精确

!H=BC;:?;7:99>!"#$%% (""+$(""(", 第二种策略没有

考虑物体表面之间的互相作用%但是也能对叠掩以及

阴影进行模拟%实现快速的应用, 例如%通过观察不

同飞行路线下的模拟图像%可以设置合适的任务路线

!4BAQMNBBAB% (""&"%这时候第一种策略虽然精度

高%但由于计算量大%无法应用, 但对于角反射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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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结构来说%第二种策略不考虑面元之间的交互作

用%所以根本无法获取这一重要的散射机制, 所以根

据实际任务的要求%我们采用了第一种策略%对整个

建筑物建模%采用射线跟踪法!4BADBIb!"#$%% !''!$

@>CG!"#$%% !'*'$ NBQA:99!"#$%% !'',"计算面元之间

的互相作用%选择了第二种成像方式图像域积分%进

行了城区 E2\图像的模拟,

采用射线跟踪法和图像域积分的成像方式模拟

了建筑物的高分辨率 E2\图像%并基于实地考察资

料%对城区和农村的建筑物进行模拟分析%并一一分

析强散射点的形成机制%利用模拟图像辅助分析城区

特征%为解译复杂的灾区城市 E2\图像积累经验%为

进一步评估大范围城区房屋损伤情况奠定了基础,

()图像特征

E2\图像的主要特征包括叠掩-阴影%多次反

射等, 在城区的散射中%这些特征影响了对图像的

正确解释, 为了说明这些基本现象在建筑物成像

中的反映%以一个平顶的建筑物为例%根据 E2\成

像几何来描述这些特征, 场景细节见图 !, 一面垂

直的墙24%水平屋顶4L%从传感器发出平行射线到

达建筑物%各个散射点按照回波到达接收 E2\的顺

序出现在图像中, 这样%24在图像上显示为 4r2r%

4L在图像上显示为 4rLr%4r2r为 4Z和 24( 个部

分的散射的贡献叠加%为叠掩区%在 E2\图像中叠

掩区会显得更亮一些, 图中墙面与地面形成由二

次反射构成的二面角反射%在 E2\图像中表现为在

墙角位置的一条沿着方位向的亮线, 在建筑物的

另一侧%由于遮挡会形成阴影 Lr[r%由于在这个位

置没有信号返回在图像上会表现为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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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方法

本文采用射线跟踪法和图像域积分的成像方

式模拟了城区的高分辨率图像,

射线跟踪方法被广泛的应用于预测复杂目标

的散射, 基于射线跟踪法%可以计算由 L2[模型描

述的复杂物体的全极化 E2\回波, 为了计算多次

反射的贡献%用一簇平行射线沿着入射方向射向目

标%跟踪每条射线由物体上一个面反射到下一个

面%直到射出物体%如图 (, 在每次反射时用几何光

学计算光束场强$若射点与观察点之间无遮挡%使

用物理光学积分求取远场贡献%所有射线的散射贡

献叠加得到最后的散射场,

图 ()射线跟踪效果图

4/0;())&E ,$&3/%0 .G*,37

几何光学近似如下#使用菲涅尔系数对反射强

度进行求解, 对于金属介质直接按照导体进行计

算%其他介质物体根据介电常数计算,

物理光学近似如下#由于物体由三角面元来建

模%表面被近似为平面%因此可以将积分转换为代

数式计算, 最后叠加所有射线的贡献得到整个物

体的散射贡献,

E2\成像通过处理一个范围的频率和角度的

信号来分析目标各部分的散射分布, 对于模拟来

说%在不同角度%需要大量的时间来进行几何的射

线跟踪处理, 在小角度情况下%相邻角度的 E2\截

面积变化可以忽略%可以使用射线与图像的对应关

系来实现成像过程%即图像域积分, 基本概念是用

每一条射线的点扩散函数更新图像, 使用小角度

收发分置近似%目标 Ê2\图像%由下面公式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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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L表示距离向%>L表示方位向%@表示入射线的

数目, L

+

/:0

+

4( 是总的距离向偏移, >L

+

为最初入射

点的方位向坐标和最后的出射点方位向坐标的均

值% ,

+

是与几何光学有关的第 +条光束的系数%

!

[

:p>9

是光束的截面积, 在 E空间%带宽表示为
!

E

/

!

4̀8%中心频率为 E

"

/̀

"

48%角窗口为
#

"

,

%)建筑物的 E2\图像模拟与分析

在地震灾区实地考察阶段%我们将 E2\图像中

特征比较明显的建筑物作为研究重点, 在这次汶

川大地震中%城市地区大部分建筑物外形保持较为

完整%农村地区则建筑物倒塌比较严重%大多数的

房顶在地震中遭到了破坏, 在我们的模拟中%分别

选取了 ( 个具有代表性的建筑物进行模拟,

F ĜP外形完整的建筑物的模拟

图 + 是茂县国际大酒店的实地照片和实际获

取的 K波段 E2\图像%图 % 根据茂县国际大酒店的

外形特征制作的 ( 个模型, 房屋模型 ! 见图 %!B"%

它的总尺寸为#+&<0,<0!*<, 窗户大小 !V,<0

!V,<%间隔 +<%一排共有 !" 个窗户, 将其复制六

层%组成建筑的主体结构, 地面采用平板构成%使

其足够大从而包围主体结构, 顶层制作了 !V,<高

的围栏, 模型 ( 如图 %! O"%在模型 ! 的基础上%另

外构建一个四层房屋%每层有 # 个窗户%无围栏,

玻璃以及建筑物主体混凝土的相对介电常数

在 %&!! 之间!H=BC;:?;7:99>!"#$%% (""(", 本程序

中墙面以及窗户表面按照光滑平面处理%相对介电

常数都选取 ,,

图 +)!&"茂县国际大酒店$!D"T波段 -<)图像

4/0;+)!&" B&"K/% /%,*$%&,/"%&'7",*'$!D"TD&%5 -<)/+&0*

图 %)建筑物模型

!&"模型 !$! D"模型 (

4/0;%)6<M+"5*'"(D#/'5/%0

!&"B"5*'!$! D"B"5*'(

))根据真实图像的分辨率 "V,<和 K波段的信

息%以及分析建筑物成像的方位角为 %,l俯仰角为

%,l%设置了模拟图像的成像参数!表 !", 模拟中计

算对应射线在多次反射后的散射贡献值%采用直接

将射线对应到图像域积分的方法获取图像 !47BAAB

M@>CG% !'',", 首先模拟了模型 ! 的 NN%aa%Na

极化图像%如图 ,!B"%! O"%!;"所示%通过 .BIA>分

解得到奇数次反射和偶数次反射及其余分量的分

解图 , ! D" !]B=GB=>9!"#$%% (""&$ ]B=GB=>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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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P成像参数

Z'>8"GPW7'4$.4 *'/'7"("/0

参数 值

波段 K波段

分辨率 "V,<

采样数 (,&

射线密度 "V+ 条6波长

方位角 %,l

俯仰角 %,l

))在图 ,!D"中%绿色代表二面角散射贡献%红色代

表角反射器贡献%黄色代表上述两者的混合贡献, 为

了分析各强散射点的散射机制%将把 E2\图像中的散

射点与模型 !的结构对应起来%叠加结果见图 &, 由图

&可以看出%最下面一排为绿色%表征为二面角反射%这

主要是由墙壁与地面反射形成$上面整齐的五排色调

主要为红色%表征为角反射器反射%这是由玻璃与窗棱

形成的反射造成$在图中还有一个黄色亮点%表明该处

既有二面角反射又有角反射器反射%该处主要是屋顶

上的围栏一角与楼顶面形成的角反射器,

图 ,)模型 ! 的模拟图像

!&"88极化$! D"OO极化$!3" 8O极化$! 5":&#'/分解图

4/0;,)-/+#'&,*5 /+&0*"(+"5*'!

!&"88$! D"OO$!3"8O$! 5":&#'/.3&,,*$/%0 +&>

图 &)模型 ! 模拟图像的 :&#'/分解图与模型的叠加图

!绿色代表二面角反射贡献%红色代表角反射器反射贡献%黄色代表上述两者的混合贡献"

4/0;&)AC*$'&E "(:&#'/.3&,,*$/%0 +&> "% ,7*6<M"(B"5*'!

@$**% /.3"$$*.>"%5/%0 ," 5/7*5$&'$*('*3,/"%% $*5 /.3"$$*.>"%5/%0 ," ,$/7*5$&'

$*('*3,/"%% E*''"I/.3"$$*.>"%5/%0 ," ,7*+/K,#$*"(D",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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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们模拟了模型 ( 的 NN%aa%Na极化

图像%如图 #!B"%! O"%!;"%并通过 .BIA>分解得到

奇数次反射和偶数次反射及混合 ( 种反射分量的

分解图 #!D",

图 #)模型 ( 的模拟图像

!&"88极化$! D"OO极化$!3" 8O极化$! 5":&#'/分解图

4/0;#)-/+#'&,*5 /+&0*"(B"5*'(

!&"88$! D"OO$!3"8O$! 5":&#'/.3&,,*$/%0 +&>

))主要的散射点与房屋的结构的叠加图见图 *!B",

为了验证模拟图像的正确性%我们与实际场景下获取

的 E2\图像图 *!O"进行了对比%分析它们强散射点的

对应情况, 从图 * 可以看出%在模拟图像和真实图像

中%点 !主要是建筑拐角与地面形成的三面角反射贡

献$点 (和点 + 为墙面与地面形成的二面角的反射贡

献$点 %为屋顶的围栏一角与房顶构成的三面角反射

贡献$点 ,-点 &为玻璃与窗棱形成的角反射器反射贡

献, 通过对比表明%强散射点的形成机制清晰%实际图

像与模拟图像的这些散射点取得了一致,

图 *)模型 ( 模拟图像的 :&#'/分解图与模型叠加图!&"和 -<)图像!D";

4/0;*)AC*$'&E "(:&#'/.3&,,*$/%0 +&> "% ,7*6<M"(+"5*'( !&" &%5 $*'*C&%,$*&'-<)/+&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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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给出了模拟 E2\图像与真实 E2\图像强

度差异, 结果显示%在模拟图像和真实图像中%同

极化间%交叉极化与同极化的差异相似%并且强散

射点!点 !"与墙面的散射值!点 ("的比值相似%因

此模拟图像在建筑物区域取得了很好的模拟效果,

表 JP模拟 6)!图像与真实 6)!图像强度差异

Z'>8"JPW.(".0$(5 &$QQ"/".#">"(@"".(2"0$7-8'("&

6)!$7'4"'.&/"'86)!$7'4"

同极化间差异
同极化与交

叉极化差异

强散射值!点 !" 6

墙面散射值!点 ("

真实图像 NN稍大于 aa ,&#D4 !,D4

模拟图像 NN稍大于 aa !"D4 *D4

F ĴP损毁建筑的模拟

图 ' 为农村地区建筑物毁损的 E2\图像, 为

了分析破损建筑物的散射机制%我们构建了如图 !"

所示的建筑物破损模型%在该模型中%构建了 % 个

独立的小型建筑%这些建筑有 ( 个有屋顶%有 ( 个没

有屋顶, 屋顶分别为人字形如图 !"!2"%或者带有

围栏的平屋顶如图 !" !4", 没有屋顶的建筑以人

字形房屋为基础%去除屋顶以及一面墙如图 !"

!L"%或者仅去除屋顶如图 !"![", 为了模拟屋顶

垮塌后%两个墙面形成的断裂痕迹%采用了 "V(<的

立方体铺设在墙面的上沿, 房屋的长宽为 !"<和

,<%人字形屋顶高 !V,<%平屋顶上围栏高 !V,<,

图 ')农村地区建筑物毁损的 -<)图像

4/0;')-<)/+&0*"(,7*5&+&0*5 D#/'5/%0 /% ,7*3"#%,E

图 !")损毁建筑示意图

4/0;!")6<M+"5*'"(,7*5&+&0*5 D#/'5/%0

))模拟结果如图 !!%2-4-L-[在模拟图像中产

生了较强的亮线%为墙体与地面的二面角所形成,

2-4为有屋顶的房子%其散射在图像中表现为靠近

E2\方向的一半的位置有较强的散射%这是因为屋

顶将另外的一边遮挡形成了阴影, 而 [由于屋顶

的破坏%两面墙与地面形成了二面角%从而产生两

道亮线, 对比图像方框中的两个图像有三道亮线%

对应于房顶和一面墙倒塌的模型 L, 方框中与方位

向平行的亮线为墙面与地面二面角形成的%在亮线

前面还有一条比较暗的线是墙头形成的, 另外 (

条线对应于沿着距离向的两面墙%由屋顶和墙面断

裂后墙头不规则凸起形成,

图 !!)损毁建筑模拟图像

4/0;!!)-/+#'&,*5 -<)/+&0*"(5&+&0*5 D#/'5/%0

在 &"l方位角%对模型 + 成像如图 !(!B"所示,



温晓阳等#地震损毁建筑物的高分辨率 -<)图像模拟与分析 !#,))

图 !(!B"有 ( 个强散射点分别对应 4的房顶的围墙

与房顶形成的角反射器以及 [的墙壁与地面形成

的角反射器, 如图 !+%当地房顶的建设形式比较特

殊%围栏与楼顶以及附属的尖形结构形成了角反射

器形式, 观察图 !+ 方框中的房屋在真实图像形成

了方框中的强散射点, 根据图 !(!B"中4的模拟图

像%可以推断图 !(! O"中的强散射点对应围栏与屋

顶以及附属尖形结构组成角反射器的散射,

图 !()强散射点建筑真实图像
!&"与模拟图像! D"对比

4/0;!()97*$*&'-<)/+&0*

!&" &%5 ./+#'&,*5 -<)/+&0*! D" "(D#/'5/%0 I/,7 .,$"%0 .3&,,*$*$

图 !+)茂县北变电站南侧居民区照片

4/0;!+):/3,#$*"($*./5*%,/&'&$*&/% ,7*2"$,7 "(B&"T/&%

,)结)论

采用了射线跟踪的电磁计算方式-图像域积

分的成像模拟方式对城区和农村的建筑物进行

E2\图像模拟%有效地将叠掩%阴影%多次反射等

E2\图像基本特征表征出来, 在对建筑物实地考

察的基础上%结合真实 E2\影像开展了一系列的

解译和验证工作%实验结果表明建筑物的 E2\特

征与光学特征有很大差别%有些不容易看到的小

结构会产生强的散射点%相反一些大的表面在图

像中特征不明显, 建筑物的强散射点主要来自角

反射#!!"墙面与地面形成的二面角反射$! ( "窗

户处形成的三面角反射$!+"房屋之间及地面形成

的三面角反射%在各自的角点形成强反射, 墙面

处或者其他不构成角结构的地方没有强散射%但

对于不规则的墙体%或者地震后的破损房屋%也会

形成特殊的角结构%从而在墙面处的角点形成强

反射点,

随着 E2\系统的广泛应用%E2\图像由于其不

受天气时间限制的优势%逐步成为灾害监控的有力

手段, 利用模拟图像辅助分析城区特征%为解译复

杂的灾区城市 E2\图像积累了经验%为进一步评估

大范围城区房屋损伤情况奠定了基础, 此外%利用

模拟图像辅助分析城区特征也是继模拟图像应用

于识别后的又一个有实际意义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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