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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北京亚运村 0. 和 ?@A<BCADE 图像为数据源，根据 .FGGFH 小波算法，结合 I21 数据融合理论，提出了基于小

波局部高频替代融合法。该方法使融合图像既具有高空间分辨率图像的结构信息，又保持了多光谱图像的光谱特

征，提高了多光谱图像的分类精度和量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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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随着多种遥感卫星的成功发射，从不同遥感平

台获得不同空间分辨率和时间分辨率的遥感图像形

成了多级多分辨率的图像金字塔序列，给遥感用户

提供了从粗到精、从多光谱到细分光谱段的对地观

测数据源，这是现代遥感技术的特点。面对如此巨

大的不同尺度、不同光谱、不同时相的图像数据，如

何充分利用尚是一大难题。而如何充分融合这些已

有资源，为遥感图像研究者和用户提供更丰富和更

有用的信息，是目前遥感应用中一个非常有意义的

研究课题。

图像融合技术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 * 个阶段：

（+）简单的图像融合方法。主要是针对图像通

道，利用一些如替换、算术等简单的方法来实现。应

用较广的有 ,3C 假彩色合成、I21 彩色变换、J:6 主

分量变换、分量置换法、5FM 变换融合法、线性复合与

乘积运算法、比值运算融合法及 CD&N;O 变换融合法

等，这些方法简单易行，在不同的领域得到应用。

（(）#) 年代中期，随着塔式算子的提出，在融合

领域也出现了一些较为复杂的模型。塔式算法的基

本思路是：首先，把原始图像进行塔式分解，在不同

的分解水平上对图像进行融合；然后，再通过塔式

反变换来获得融合图像。

（*）进入 >) 年代，小波变换应用到图像融合领

域，用小波变换的多尺度分析替代塔式算法。小波

变换作为一种新的数学工具，它是介于函数的时间

域（空间域）和频率域之间的一种表示方法。它在时

间域和频率域上同时具有良好的局部化性质，它能

够将一个信号分解成信号对空间和时间的独立部

分，同时又不丢失原信号所包含的信息，并且可以找

到正交基，实现无盈余的信号分解。

上述融合方法各有优缺点，已有文献都进行过

详细描述，这里就不再陈列。本文主要综合 I21 融

合方法和小波变换方法来进行研究。

+$ 遥感图像融合及其原理

遥感数据的融合是指采用一种复合模型结构，

将不同传感器提供的图像数据加以综合，以获取高

质量的图像信息，同时消除多传感器信息间的冗余

和矛盾，加以互补，降低其不确定性，减少模糊度，以

增强图像中信息清晰度，改善解译精度、可靠性和使

用率，以形成对目标相对完整一致的信息描述［+］。

遥感图像数据融合的主要任务概括为两个方

面：通过多种传感器数据处理过程增进对目标的解

读；通过相同传感器系列数据处理，克服单一波段

对目标识别的不确定性［(］。

!" !# $%& 融合法

I21 融合法在多传感器像元融合方面应用较

广，最早由 IFOEFP 等人（+>#(）提出。该方法可以对

一幅低分辨率 * 波段图像与一幅高分辨率单波段图

像进行融合处理：首先 这种方法将 * 个波段中低分

辨率数据通过 I21 变换到 I21 空间，同时将单波段

高分辨率图像进行对比度拉伸，以使其灰度的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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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方差与 #$% 空间中亮度分量图像一致；然后将拉

伸过的高分辨率图像作为新的亮度分量代入 #$% 反

变换，还原到原始空间中。这样获得的高分辨率彩

色图像既具有较高空间分辨率，又具有和该原图像

相同的色度与饱和度，有利于目视判读和计算机自

动化处理。

!& "# 基于小波变换的图像融合法

采用离散二进小波变换的塔式算法，可将两幅

待融合的图像分解成多级小波系数图像。融合在每

一级小波系数图像上进行，最后通过小波逆变换由

每一级的融合图像生成最终的融合结果。一般准则

有基于像元的，也有基于特征的。基于像元的准则

是取对应点灰度绝对值的最大值。因为小波具有紧

支性、正交性和提供方向信息的能力，所以从小波系

数图像上提取特征是很有效的［’］。

(& ’& (" 小波分析基础

小波分解方法是指把图像按照局域频率成分分

解成多个通道［)］。小波变换提供了基本框架，由于

把图像分解成一系列新图像，其中各个新图像具有

不同的分辨率。

小波是一个满足条件(
!
!（"）*" + , 的函数 ! 通

过平移和伸缩而产生的一个函数簇 !#，$，即

!#，$（"）% & # & ’( ( ’!（" ’ $
# ），#、$) !；#* ,

（(）

" " 式中，# 为伸缩因子；$ 为平移因子。! 称为基

本小波。对于任意的 ))*’（!），若 !)*’（!），则给

出如下定义：

（(）) 的连续小波变换定义为

"（ )）（#，$）% (
!

!#，$（ +）)（ +）*+ （’）

" " 其中，!#，$（ +）表示 !#，$（ +）的共轭函数。

（’）) 的离散小波变换定义为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 + - $
# ）为函数基。每一个基函数都是母

函数 " 经过缩放和变换后的版本。这些基函数满足

("（ + ’ $
# ）% , （!）

(& ’& ’" ./00/1 小波算法

小波变换的离散实现有几种不同的算法。./02
0/1 算法使用正交基，是最受欢迎的一种算法。但是，

这种变换不具备移不变性，这使其不适用于信号分

析、模式识别及数据融合等领域。为了获得具有移

不变性的图像离散小波变换，使用“ 分叉”离散小波

变换算法把图像分解成一系列小波面。对于给定图

像 -，“交叉”算法利用缩放辅助函数求得的滤波器

相继进行卷积，从而构建相似序列［!］

.(（-,）% -(，.’（-(）% -’，" ⋯⋯ （3）

卷积核为

(
’34

( ! 4 ! (
! (4 ’! (4 !
4 ’! )4 ’! (4
! (4 ’! (4 !













( ! (4 ! (

（4）

" " 计算所得的 5/67071 80/97（小波面）作为两相继

连续的相似图像 -* - (和 -* 之间的插值。令

/* % -*’( ’ -* （:）

" " 式中，/* 代表多分辨率小波面；-* 是原始图像 -
进行缩放（减小分辨率）操作所得到不同版本；* + (，

’，⋯，0；-, + -（- 为原始图像）。重构公式如下

- % $
0

* % (
/* , -; （<）

" " 式中，-; 表示图像的剩余部分。图像 -, 分辨率

与图像 -( 分辨率的关系倍数取决于采用几元分解

方法。

多分辨率分析和小波变换是有机结合在一起

的。小波变换用于图像处理是小波应用效果比较突

出的领域之一。由于图像信号是二维信号，因此，需

要把小波变换由一维推广到二维。多分辨率分析也

是如此。二维图像信号的小波变换可以分成 1 和 2
两个方向的一维小波变换，即先沿 1 方向分别用 "
和 $（"）做分析，把 )（" ，3）分解成概貌和细节两部

分，然后再沿 2 方向分别用 3 和 $（ 3）做类似的分

析。这样得到的 ! 路输出经 "、3 处理得到 )（"，3）的

二维概貌，其余 ) 路输出分别为 1 方向、2 方向和对

角线 12 方向的小波细节函数。

基于小波变换的多分辨率分析是一种崭新的时

域 = 频域信号分析工具。图像经小波变换后生成一

组相关分辨率的可视图像，每一小波面的系数在零

值左右摆动，绝对值较大的系数对应于亮度突变之

处，即对应于原始图像中的显著特征（如边缘、线、区

域边界等）。我们很容易地找到小波面系数和原始

图像内容在空间和频率域两方面的对应关系。因

此，将高分辨率图像经小波分解得到的各小波面叠

加到低分辨率多光谱图像中，从而提高了多光谱图

像的空间分辨率，同时又保持了多光谱图像的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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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国! 土! 资! 源! 遥! 感 "##$ 年

信息，这便是基于小波变换融合的基本思想。

"! 小波局部高频替代法

标准小波变换融合方法存在两个问题［%］，一是

由于标准小波变换模型相当于一个高通和低通滤波

器，所以 &’ 图像的低频图像替代 ()*+,-*./ 低频图

像进行小波反变换的结果必然会引起 &’ 图像原有

信息的丢失；二是由于 &’ 和 ()*+,-*./ 图像时相差

异很大，它们之间的像元灰度值也明显不同，该结果

图像会引起 &’ 图像光谱信息的改变，甚至导致噪

音的出现。

针对标准小波变换模型的上述问题及 012 变换

融合产生光谱退化现象的情况，本文尝试将小波的

多分辨率分析与 012 变换相结合，采用一种新的方

法：小波局域高频替代融合法。小波分解图像是原

始图像经过一系列二进变换后所得到的连续不同分

辨率的小波面。高分辨率全色图像的第一个小波面

就具有多光谱图像所不具备的空间信息。

小波局域高频替代融合法就是将高分辨率图像

中的高频小波面替代多光谱图像中相应的低频小波

面。其过程如下：

（3）把中低分辨率 &’ 多光谱图像和高分辨率

()*+,-*./ 全色图像配准成同样大小；

（"）对 ()*+,-*./ 全色图像和 &’ 多光谱图像的

强度成 分 ! 进 行 直 方 图 匹 配，并 定 义 456 代 表

()*+,-*./ 全色图像，"、#、$ 是 &’ 多光谱图像的 $
个通道；

（$）把多光谱图像的 "、#、$ 通道分解成 % 个分

辨率水平的小波面，通常 % 7 " 或 $：

" & $
%

’ & 3
("’ ) ".

# & $
%

’ & 3
*#’ ) #.

$ & $
%

’ & 3
($’ ) $













.

（8）

! ! （9）通过 ’:;;:< 算法对全色高分辨率图像进行

小波分解

+,- & $
%

’ & 3
(.’ ) +,-. （3#）

替代 "、#、$ 通道分解式的第一个小波面为全色图

像分解式的相应小波面；

（%）进行小波逆变换

"=>? & $
%

’ & 3
(.’ ) ".

#=>? & $
%

’ & 3
(.’ ) #.

$=>? & $
%

’ & 3
(.’ ) $













.

（33）

! ! 基于小波变换的多分辨率分析是一种崭新的时

域 @ 频域信号分析工具。图像经小波变换后生成一

组相关分辨率的可视图像，每一小波面的系数在零

值左右摆动，绝对值较大的系数对应于亮度突变之

处，即对应于原始图像中的显著特征（如边缘、线、区

域边界等）。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小波面系数和原始

图像内容在空间域和频率域两方面的对应关系。该

方法的优点在于很大程度保留了彩色图像的光谱特

征，融和结果中既有全色图像的空间分辨率，又有多

光谱图像的光谱分辨率，来源于两种图像的细节信

息都可以被采纳。

$! 方法应用

以北京亚运村为研究对象，以 3888 年 &’ 图像

和 "##" 年 ()*+,-*./ 图像为数据源。在人机交互判

读进行信息提取之前，采用小波局部高频替代融合

的图像处理方法来提高遥感数据空间分辨率，以增

强图像的可判读性，工作流程见图 3。

图 3! 局部高频替代融合实现流程图

小波分析的最大特点在于具有极敏感的变焦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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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它能形成可调视频窗，在低频段采用高的频率分

辨率和低的时间分辨率，而在高频段采用低的频率

分辨率和高的时间分辨率［#］。从而在不同的分辨率

下，反映出不同的图像结构特征，使其在增强图像纹

理信息方面具有特殊的能力，以便为图像判读提供

更好的图像。

据图像频谱分析，同一地区不同遥感图像信号

的低频部分相差小，高频成分相差大。小波变换后

在变换域内有分频特征。基于离散二进小波变换的

$%&&%’ 算法可将两幅待融合的图像分解成多级小波

系数图像［(］。在每一级小波系数图像上进行融合，

然后再通过小波逆变换由每一级的融合图像生成最

终的融合结果，原始图像见图 )、图 *，融合图像如图

! 所示。

图 )" +,,, 年 -$ 图像 图 *" )..) 年 /01234156 图像

图 !" -$ 与 /01234156 融合图像

!" 结论

本文在对传统融合方法分析基础上，借助小波

变换理论，利用小波局部高频替代法对北京亚运村

地区 +,,, 年的 -$ 图像和 )..) 年的 /01234156 图像

进行了融合。融合图像既具有原高空间分辨率图像

的几何信息，又保持了原多光谱图像的光谱特征，融

合结果证明了该方法的实用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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