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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基线 ＰｏｌＩｎＳＡＲ森林高度反演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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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极化干涉 ＳＡＲ（ＰｏｌａｒｉｍｅｔｒｉｃＳＡＲ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ｙ，ＰｏｌＩｎＳＡＲ）森林高度反演是当前雷达遥感领域的研究热点，近

年来出现了多种单基线 ＰｏｌＩｎＳＡＲ森林高度反演方法。为了给单基线 ＰｏｌＩｎＳＡＲ反演森林高度的算法提供基础，并

探索和发展效果更优的反演方法，使用 ＰｏｌＳＡＲｐｒｏ软件模拟森林平均高度为１８ｍ的 Ｌ波段（Ｌ＝２３ｃｍ）全极化干涉

ＳＡＲ数据，研究了森林高度反演算法中的 ＤＥＭ差分法、ＲＶｏＧ法、复相干幅度反演法、混合反演法，并基于相干优化

法对混合反演法进行了改进；为了更准确地对算法的性能进行比较，给出方位向为 ４８ｂｉｎ时各算法的距离向剖面

的对比图，并选取图像的中间区域，对森林高度位于 ３～３０ｍ的 １１０４个样本点，应用均值和均方根误差 ＲＳＭＥ对

５种方法模拟的 １８ｍ森林高度进行比较。结果表明：森林高度平均值反演结果由大到小依次为：复相干幅度反演

法、混合反演法、改进的混合反演法、ＲＶｏＧ法、ＤＥＭ差分法，分别为 １９４０、１８３１、１８１２、１０５５、１００５ｍ，均方根误

差（ＲＭＳＥ）由小到大依次为：改进的混合反演法、混合反演法、复相干幅度反演法、ＲＶｏＧ法、ＤＥＭ差分法，分别为

１０６、１４８、３４９、７５１、８０４ｍ；说明 ＤＥＭ差分法与 ＲＶｏＧ法反演的森林高度存在明显低估，复相干反演法出现明

显高估且其离散程度最大，混合反演法和改进的混合反演法与真实值的误差分别为 ０３１、０１２ｍ，改进的混合反演

法与真实值的相差最小，离散程度最小，均方根误差最小，反演结果最优。改进的混合反演法综合了混合反演法与

相干优化法的优点，使其估计的地形相位的均方根误差最小（００４５ｒａｄ），森林高度与真实值的误差最小，均方根误

差最小，并且具有一定的鲁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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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森林高度是重要的森林生物物理参数之一，是

评价立地质量与林木生长状况的重要依据
［１］
，并可

以通过特定的异速生长方程来估计地上生物量
［２］
，

对于估算森林地上生物量、森林生产力和预测生物

多样性均有重要作用；森林高度空间分布信息对于

森林资源管理、森林生物量的估测、区域和全球碳循

环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３］
。

在众多森林高度反演方法中，极化干涉 ＳＡＲ
（ＰｏｌａｒｉｍｅｔｒｉｃＳＡＲ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ｙ，ＰｏｌＩｎＳＡＲ）测量方
法组合了干涉和极化的优点

［４］
，不仅可以提高地形

的准确性测量，也能获得与散射机制有关的物理参

数
［５－８］

。ＣＬＯＵＤＥ和 ＰＡＰＡＴＨＡＮＡＳＳＩＯＵＳ［９］首先提
出极化干涉的概念，并将地面随机体散射模型

（Ｒａｎｄｏｍｖｏｌｕｍｅｏｖｅｒｇｒｏｕｎｄ，ＲＶｏＧ）扩展到全极化
干涉 ＳＡＲ，为 ＰｏｌＩｎＳＡＲ森林高度的反演奠定了基
础。文献［８，１０－１２］在 ＲＶｏＧ模型基础上，验证了
极化干涉复相关可能与地面散射状况有关，而与极

化方式无关。由于六维非线性参数方法
［１３］
的计算

复杂度较高，ＣＬＯＵＤＥ等［１４］
基于 ＲＶｏＧ模型的三阶

段法对 ＰｏｌＩｎＳＡＲ森林高度反演过程进行了简化。
针对三阶段算法的相干无法有效分离或地形问题，

文献［６，１５－１９］先后对其进行了改进，提高了森林
高度反演的精度。ＣＬＯＵＤＥ［２０］提出干涉相干幅度
与相位差混合模型 （ＨＹＢＲＩＤ），其综合了相干幅度
与相位的优势，获得了较高的估测精度。ＭＩＮＨ
等

［２１］
采用一种新奇的基于协方差矩阵分解的混合

反演算法，实现了对仿真与 ＳＩＲ Ｃ／Ｘ ＳＡＲ数据的
森林植被参数反演。李新武等

［２２－２３］
又提出一种

Ｃ／Ｌ波段联合反演算法，将旋转不变技术估计信号
参 数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ｓｉｇｎ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ｖｉａ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ＥＳＰＲＩＴ）与三阶段法混合起
来，分别获得更加准确的冠层相位与地形相位，高精

确地反演了森林高度；同时表明 Ｐ／Ｘ波段将使森林
高度反演的准确性显著提高。干涉相干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 ＰｏｌＩｎＳＡＲ估计森林高度的结果，ＨＡＳＨＪＩＮ
等

［２４］
采用一种快速直接的方法来选择窗口大小获

取复相干。ＬＡＶＡＬＬＥ等［２５］
研究了森林高度对 Ｌ波

段极化干涉相干的依赖性，并且比较了相位差最大

化和相干区域边界上的幅度差最大化的方法。

ＮＥＵＭＭＡＮＮ等［２６］
提出二分量极化干涉森林参数反

演模型，并采用 Ｎｅｌｄｅｒ Ｍｅａｄ单纯形优化方法，提
高森林高度反演精度。文献［２７－２９］对目前几种
可用的森林高度反演方法进行比较，结果表明：

ＤＥＭ差分法往往产生低估；ＲＶｏＧ法与 ＤＥＭ差分法
相比，有所改进，但依然出现低估；复相干幅度反演

法由于非体散射去相干的影响，出现高估现象，但因

忽略了相干相位，当遇到较低矮的森林时，将会低估

植被高度；混合反演法综合了相干幅度与相位的优

势，可得到较高的估测精度，并且混合反演法的性能

取决于所选的冠层散射和地面散射对应的复相干，

但通常情况下，由于冠层散射与地面散射对应的复

相干并未达到最大分离，有必要使用相干优化方法

获得更好的与冠层散射和地面散射相对应的复相干

来提高森林高度反演精度。罗环敏等
［２８］
进一步将

相位分离最大算法的相干优化运用到混合反演法

中，得到了总体效果最优的反演结果。

本文在分析已有森林高度反演算法的基础上，

针对混合反演法中相干未达到最大分离的问题，根

据极化信号和森林植被相互作用的物理机制，基于

相干优化
［９，３０－３３］

方法中的相干分离最大算法
［３０］
使

地面散射和冠层散射对应的复相干在复平面内具

有最大间隔，对混合反演法进行改进，与其他 ４种
反演方法进行比较，并对影响森林高度的地形相

位进行分析，为选取基于单基线 ＰｏｌＩｎＳＡＲ反演森
林高度的算法提供基础，以探索和发展效果更优

的反演方法。

１　试验数据

由于多基线层析数据难以获取，原理复杂，计算

量大且需要大量时间，同时获取森林地区的机载

１２２第 １０期　　　　　　　　　　　　张建双 等：单基线 ＰｏｌＩｎＳＡＲ森林高度反演方法研究



ＳＡＲ图像也比较困难，而 ＥＳＡ的 ＰｏｌＳＡＲｐｒｏ软件的
模拟数据基于麦斯威尔方程的波的传播与散射模

型，不用考虑时间去相关、运动或配准误差和信噪比

效应的影响
［１４］
，因此采用其模拟 Ｌ波段（Ｌ＝２３ｃｍ）

的单基线的全极化干涉 ＳＡＲ数据。设置参数如下：
地距向和方位向的坡度都为 ０，不用考虑地形对森
林高度反演的影响；雷达平台高度 ３０００ｍ，水平基

线１０ｍ，垂直基线 １ｍ，入射角为 ４５°，中心频率为
１３ＧＨｚ，方位分辨率为１５ｍ，斜距分辨率１０６０７ｍ，
森林类型为针叶林，森林高度的平均值是 １８ｍ，由
于垂直波数与森林高度的乘积小于２π，因此不存在
森林高度反演的模糊问题

［３４］
。图 １为该场景对应

的图像，中间区域为高 １８ｍ的森林覆盖区域，其他
区域为非森林覆盖的地表。

图 １　仿真的森林场景图像

Ｆｉｇ．１　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ｆｏｒｅｓｔｓｃｅｎｅ
　

２　研究方法

在已有的森林高度反演算法（ＤＥＭ差分法、
ＲＶｏＧ法、复相干幅度反演法（ＳＩＮＣ）、混合反演
法）

［９，２７－２８，３５－３７］
的基础上，在小基线的情况下，针对

混合反演法中相干未达到最大分离的问题，基于

ＦＬＹＮＮ等［３０］
提出的相干分离最大算法改进了混合

反演法。本文的技术路线图如图２所示。

图 ２　森林高度反演技术路线图

Ｆｉｇ．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ｒｏａｄｍａｐｏｆｒｅｔｒｉｖｅｄｆｏｒｅｓｔｈｅｉｇｈｔ
　２１　研究内容
２１１　地形相位

ＲＶｏＧ模型由 ＴＲＥＵＨＡＦＴ等［８］
建立，是森林高

度反演算法的理论基础，不考虑其他的去相干因素，

只考虑体散射去相干，得到相干函数为

γ（ｗ）＝ｅｘｐ（ｊφ０）
γｖ＋ｍ（ｗ）
１＋ｍ（ｗ）

（１）

式（１）也可以写成一条直线的形式，即

γ（ｗ）＝ｅｊφ [０ γｖ＋ ｍ（ｗ）
１＋ｍ（ｗ）

（１－γｖ ]） ＝

ｅｊφ０［γｖ＋Ｌｗｓ（１－γｖ）］　（０≤Ｌｗｓ≤１）

其中 γｖ＝
∫
ｈｖ

０
ｅ２σｚ／ｃｏｓθｅｊｋｚｚｄｚ

∫
ｈｖ

０
ｅ２σｚ／ｃｏｓθｄｚ

（２）

ｋｚ＝
４πΔθ
λｓｉｎθ

≈
４πＢｎ
λＲｓｉｎθ

Ｌｗｓ＝
ｍ（ｗ）
１＋ｍ（ｗ）

＝

Ｒｇｒｏｕｎｄ
Ｒｖｏｌｕｍｅ

１＋
Ｒｇｒｏｕｎｄ
Ｒｖｏｌｕｍｅ

＝
Ｒｇｒｏｕｎｄ

Ｒｇｒｏｕｎｄ＋Ｒｖｏｌｕｍｅ

式中　ｗ———与极化状态有关的单位矢量

φ０———地形相位

ｍ（ｗ）———有 效 地 体 幅 度 比 率 （Ｒｇｒｏｕｎｄ／

Ｒｖｏｌｕｍｅ），一个与极化有关的函数

γｖ———“纯”体散射去相关系数

σ———消光系数　　ｈｖ———森林高度
ｚ———散射层位置

θ———平均入射角
ｋｚ———垂直波数　　Ｂｎ———垂直基线

Ｌｗｓ———地面散射比例

Ｒｇｒｏｕｎｄ———地面散射　　Ｒｖｏｌｕｍｅ———冠层散射
当 ｍ（ｗ）取不同极值时，可得

γｗｓ＝ｅ
ｊφ０
γｖ＋ｍ（ｗ）
１＋ｍ（ｗ）

γｗｖ＝ｅ
ｊφ０γ{

ｖ

（３）

式中　γｗｖ———与森林冠层散射矢量相对应的冠层

散射复相干

γｗｓ———与地面散射矢量相对应的地面散射

复相干

根据式（３）求得地形相位 φ０的计算公式为

φ０＝ａｒｇ（（γｗｓ－γｗｖ（１－Ｌｗｓ））／Ｌｗｓ） （４）

其中 Ｌｗｓ＝
－Ｂ－ Ｂ２－４槡 ＡＣ

２Ａ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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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γｗｖ｜
２－１

Ｂ＝２Ｒｅ（（γｗｓ－γｗｖ）γ

ｗｖ
）

Ｃ＝｜γｗｓ－γｗｖ｜
２

２１２　森林高度
ＤＥＭ差分法是一种传统的高度反演方法，其基

本思想是通过森林层相位中心和地形相位中心的差

值来提取森林高度。ＤＥＭ差分法虽然原理简单，计
算量小，但是反演结果往往会低估 且 精 度 较

低
［２８－２９］

。

ＲＶｏＧ法基于 ＲＶｏＧ模型根据式（４）估计地形
相位，通过森林冠层散射的复相干、地形相位和垂直

波数的关系来反演森林高度。由于 ＨＶ相位中心可
能位于森林高度的一半与树冠顶部之间的任意位

置，并且没有单一的 ｗｓ可以产生地形相位 φ０的无

偏估计
［３６］
，因此 ＲＶｏＧ法反演的森林高度通常被低

估。

复相干幅度反演法（ＳＩＮＣ反演）：当消光系数为
零时，ＲＶｏＧ模型中的“纯”体散射相干 γｖ变为 ＳＩＮＣ
函数的形式，即当消光系数为零时，式（２）推导为 γｖ＝

ｌｉｍ
σ→



０
∫
ｈｖ

０
ｅ２σｚ／ｃｏｓθｅｊｋｚｚｄｚ

∫
ｈｖ

０
ｅ２σｚ／ｃｏｓθｄ



ｚ
＝ｅｊ

１
２ｋｚｈ (ｓｉｎｃ １

２
ｋｚ )ｈ ，由此可

得 ｈｖ＝
２ａｒｃｓｉｎｃ（｜γｗｖ｜）

ｋｚ
在小基线的情况下，森林高

度可以写成：ｈｖ＝
π－２ａｒｃｓｉｎ（（｜γｗｖ｜）

０８
）

ｋｚ
，仅仅使用

“纯”体散射复相干的幅度反演森林高度，但由于忽

略了非体散射去相干的影响，因此复相干幅度反演

算法总是出现高估现象。

为了克服 ＲＶｏＧ法存在的低估问题，可以使用
相干幅度校正项对森林高度的低估进行部分补偿。

为此，ＣＬＯＵＤＥ提出了混合反演法，通过选择合理的
ε，使用相干幅度来弥补由相位反演森林高度时没
有考虑的森林顶部高度的“压缩”现象，进一步提高

了森林高度反演的精度。

本文基于 ＦＬＹＮＮ等［３０］
提出的相干分离最大算

法确定与地面散射和冠层散射相对应的复相干，改

进了混合反演法。ＰｏｌＩｎＳＡＲ的基本雷达观测是一
个６×６的极化干涉相干矩阵，定义为

〈ｋｋ〉＝
Ｔ１１ Ω１２

Ω１２ Ｔ[ ]
２２

（６）

式中　ｋ———由干涉基线两端构成的与散射机制相
对应的极化干涉散射矢量（６×１）

Ｔ１１、Ｔ２２———两幅图像的自相关矩阵（３×３）
Ω１２———两幅图像的极化互相关矩阵（３×３）

Ω１２———矩阵 Ω１２的共轭转置
使用全极化数据获得的特征值作为“自由”参

数 Φ的函数为
Ｔ－１ΩＨ（Φ）ｗ＝λ（Φ）ｗ （７）

其中 ΩＨ＝
１
２
（Ω１２ｅ

ｉΦ ＋Ω１２ｅ
－ｉΦ）

Ｔ＝１
２
（Ｔ１１＋Ｔ２２）

式中　Φ———相位角
λ（Φ）———与相位角对应的特征值

对于每个相位角 Φ，找到 Ｔ－１ΩＨ（Φ）的最大特
征值与最小特征值之间的距离，在所有 Φ（０°～
１８０°）的范围内找到该距离的最大值，即自动找到了
最大间隔。根据特征值获得其相应的极化散射机制

ｗｍａｘ、ｗｍｉｎ及其对应的复相干 γｍａｘ、γｍｉｎ。定义一个体
散射的极化散射机制 ｗｖ＝［０ ０ １］′，根据

γｗｖ＝γｍｉｎ　γｗｓ＝γｍａｘ （｜ｗｍａｘｗｖ｜＜｜ｗ

ｍｉｎｗｖ｜）

γｗｖ＝γｍａｘ　γｗｓ＝γｍｉｎ （｜ｗｍａｘｗｖ｜＞｜ｗ

ｍｉｎｗｖ｜{ ）

（８）
确定其中哪一个对应地面散射或冠层散射的散射机

制，并对复相干进行最优排序。

根据式（４）计算出地形相位，然而即便通过相
位分离，相位中心也可能位于顶部高度的一半与顶

部高度之间的任意位置，仍然低估森林高度
［３６］
，因

此还需要相干幅度项。在小基线的情况下，使用一

个近似的算法，这个算法可以补偿一些结构上的变

化
［２０，３５］

，即

ｈｖ＝
ａｒｇ（γｗｖ）－φ０

ｋｚ
＋ε
π－２ａｒｃｓｉｎ（（｜γｗｖ｜）

０８
）

ｋｚ
（９）

式中　ε———权重
第１项代表相位分量；第 ２项为相干幅度校正

项，为了解决第１项相位估计森林高度存在的低估
问题，第２项使用相干幅度对其进行补偿；ε尽可能
使整个公式对结构函数的变化更加稳健。

２２　评价标准
由于模拟的森林高度为 １８ｍ，５种方法反演森

林高度的范围大致位于 ３～３０ｍ之间，因此对位于
图１红色区域内３～３０ｍ的森林高度的 １１０４个样
本点进行统计。应用算术平均值和均方根误差这

２个统计指标对森林高度反演的方法进行定量分
析，公式为

ｈ＝１
Ｎ∑

Ｎ

ｉ＝１
ｈｉ （１０）

ＲＭＳＥ＝
∑
Ｎ

ｉ＝１
｜ｈｉ－ｈ０｜

２

槡 Ｎ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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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ｈｉ———反演出的森林高度或地形相位
ｈ０———模拟森林高度或地形相位
Ｎ———样本点总数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地形相位

复相干幅度反演法未使用地形相位反演森林高

度，其他４种方法需要估计地形相位，再根据地形相
位来反演森林高度。因此，地形相位的误差可能会

影响森林高度反演的结果，有必要给出 ＤＥＭ差分
法、ＲＶｏＧ法／混合反演法、改进的混合反演法估计
　　

地形相位的结果。地面散射的比例图如图 ３所示。
地形相位估计的三维图如图４所示。图５为图 １中
方位向为４８ｂｉｎ时（黄色直线）地形相位的剖面图。

图 ３　根据式（５）估计的 Ｌｗｓ图像，即地面散射的比例

Ｆｉｇ．３　Ｉｍａｇｅｏｆ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Ｌｗ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ｆｏｒｍｕｌａ（５），

ｎａｍｅｌｙｒａｔｉｏｏｆｇｒｏｕｎｄｓｃａｔｔｅｒ
　

图 ４　地形相位估计三维图

Ｆｉｇ．４　３Ｄ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ｏｆ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ｇｒｏｕｎｄｐｈａｓｅ
　

图 ５　方位向为 ４８ｂｉｎ时地形相位估计剖面图

Ｆｉｇ．５　Ｐｒｏｆｉｌ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ｇｒｏｕｎｄｐｈａｓｅ

ａｔａｚｉｍｕｔｈｏｆ４８ｂｉｎ
　
　　由图３、４可得：图３地面散射比例小的区域，地
形相位估计的误差大，图 ３ａ地面散射比例小的区
域，图４ａ与４ｂ估计的地形相位误差明显大；图 ３ｂ
中地面散射比例小的区域，图４ｃ估计的地形相位误
差明显大。由图４、５可以看出，ＤＥＭ差分法估计的
地形相位高于真实值，ＲＶｏＧ法／混合反演法出现了
一部分负值，并且负值较大，改进的混合反演法估计

出的地形相位在 ０值附近，最接近于模拟的地形
相位。

由于地形相位的真实值为 ０，平均值容易出现
正负抵消的现象，因此增加了绝对值的算术平均值

进行定量分析。图 ６为图１红色区域的地形相位的
统计图，并列出地形相位的平均值、均方根误差、绝

对值的平均值来定量分析地形相位的误差。改进的

混合反演法、ＲＶｏＧ法／混合反演法、ＤＥＭ差分法地

图 ６　地形相位估计统计图

Ｆｉｇ．６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ｇｒｏｕｎｄｐｈａｓｅ
　
形相位估计平均值分别为 －００１８、００１１、０１ｒａｄ；
改进的混合反演法、ＲＶｏＧ法／混合反演法、ＤＥＭ差
分法，地形相位估计的均方根误差分别为 ００４５、
００５４、０１５ｒａｄ；改进的混合反演法、ＲＶｏＧ法／混合
反演法、ＤＥＭ差分法，地形相位估计的绝对值的平
均值分别为 ００３、００４、０１ｒａｄ。ＤＥＭ差分法估计
出的地形相位高于真实值，误差最大；改进的混合反

演法估计出的地形相位最接近于模拟的地形相位，

ＲＭＳＥ最小，绝对值的平均值与真实值最接近，并且
离散程度小，具有一定的稳健性，结果最优；ＲＶｏＧ
法／混合反演法反演的地形相位正负抵消，导致其平
均值最小，但其绝对值平均大于改进的混合反演法，

小于 ＤＥＭ差分法，介于两者之间。
３２　森林高度

图７为反演的森林高度三维图。图８为图 １中
方位向为４８ｂｉｎ时（黄色直线）的森林高度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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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森林高度反演三维图

Ｆｉｇ．７　３Ｄ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ｒｅｔｒｉｖｅｄｆｏｒｅｓｔｈｅｉｇｈｔ
　

图 ８　方位向为 ４８ｂｉｎ时的森林高度剖面图

Ｆｉｇ．８　Ｐｒｏｆｉｌ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ｈｅｉｇｈｔａｔａｚｉｍｕｔｈｏｆ４８ｂｉｎ
　
５种反演的森林高度整体趋势基本相同。ＤＥＭ差分
法与 ＲＶｏＧ法明显低估了森林高度，都出现了负值，
且 ＤＥＭ差分法的负值更低，整体上 ＲＶｏＧ法略优于
ＤＥＭ差分法；复相干幅度反演法只使用相干幅度，
明显高估了森林高度，波动最大，算法最不稳健；基

于相位估计的方法（ＤＥＭ差分法、ＲＶｏＧ法）虽然造
成森林高度的低估，但相对稳定，基于相干幅度估计

的方法出现明显高估的现象，且波动最大，结合相位

与相干幅度的混合反演法对 ＲＶｏＧ法的低估有较大
的改善，并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复相干幅度反演法

的波动，反演的森林高度接近真实值，并且反演结果

明显有所提高。改进的混合反演法，使用相干分离

最大算法的相干优化法，使得反演的森林高度最接

近真实值，波动更小，算法更加稳健，反演结果最优。

图１红色区域反演的森林高度统计图如图９所
示，并列出了森林高度的平均值、均方根误差来定量

分析森林高度反演的方法。５种方法（复相干幅度
反演法、混合反演法、改进的混合反演法、ＲＶｏＧ法、
ＤＥＭ差分法）的森林高度平均值分别为 １９４０、
１８３１、１８１２、１０５５、１００５ｍ，与真实值的差异依次
为：１４０、０３１、０１２、－７４５、－７９５ｍ；均方根误差

图 ９　反演的森林高度统计图

Ｆｉｇ．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ｒｅｔｒｉｖｅｄｆｏｒｅｓｔｈｅｉｇｈｔ
　
由小到大依次为：改进的混合反演法、混合反演法、

复相干幅度反演法、ＲＶｏＧ法、ＤＥＭ差分法，分别为
１０６、１４８、３４９、７５１、８０４ｍ。与模拟的真实值 １８ｍ
相比，ＤＥＭ差分法与 ＲＶｏＧ法都明显低估森林高度，
均方根误差（７５１／８０４ｍ）都很大，并且 ＤＥＭ差分
法是５种方法中最差的，ＲＶｏＧ法次之；复相干幅度
反演法高估了森林平均高度 １４ｍ，离散程度最大，
但与前２种方法相比，均方根误差（３４９ｍ）明显降
低；混合反演法综合了 ＲＶｏＧ法与复相干幅度反演
法的优势，反演的森林高度非常接近真实值（相差

０３１ｍ），并且均方根误差下降到 １４８ｍ；改进的混
合反演法基于相干分离最大算法的相干优化方法，

反演的森林高度与真实值仅相差 ０１２ｍ，均方根误
差最小（１０６ｍ）。改进的混合反演法与真实值最
接近，离散程度最小，精度最优，并且具有一定的鲁

棒性。

４　讨论

分析地形相位估计的结果，可能由以下两个方

面造成的：地面散射的比例：地形相位在地面散射所

占比例小的区域，误差都比较大；结合图 ３与图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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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地面散射比例小的区域，图 ４估计的地形相位
的误差比较大，而地面散射所占比例较大的区域，估

计的地形相位的误差明显降低。ＤＥＭ差分法直接
使用代表地面散射的复相干的相位估计地形相位，

即直接使用 γＨＨ－ＶＶ的相位来估计地形相位；虽然
ＲＶｏＧ法／混合反演法与改进的混合反演法都根据
ＲＶｏＧ模型推导出的式（４）来估计地形相位，但是其
使用的复相干不同：ＲＶｏＧ法／混合反演法使用
γＨＨ－ＶＶ与 γＨＶ分别作为地面散射与冠层散射对应的
复相干，改进的混合反演法使用相干分离最大算法

的相干优化法后的复相干分别作为地面散射与冠层

散射对应的复相干。图１０相位优化前后的比较，其
中正方形为复相干，ＨＨ ＶＶ、ＨＶ分别代表 ＨＨ
ＶＶ、ＨＶ通道的复相干值，ｇａｍＨｉｇｈ、ｇａｍＬｏｗ分别为
经过相干分离最大算法后对应的冠层散射与地面散

射的复相干；ＲＶｏＧ法／混合反演法的绿色直线是由
ＨＨ ＶＶ、ＨＶ通道的复相干在复平面内拟合的相干
直线（式（１）的直线形式），改进的混合反演的蓝色

虚线是由复相干 ｇａｍＨｉｇｈ、ｇａｍＬｏｗ在复平面内拟合
的相干直线（式（１）的直线形式）；经过相干分离最
大算法的相干优化后，地面散射和冠层散射对应的

复相干在复平面内的距离达到最大，拟合的直线更

加准确，因此估计的地形相位（直线与单位圆的交

点，靠近实轴的点）比 ＨＨ ＶＶ与 ＨＶ通道的复相
干更加准确。地面散射所占的比例越大，地形相位

估计越精确；ＤＥＭ差分法的地形相位估计方法简
单；与 ＤＥＭ差分法相比，ＲＶｏＧ法／混合反演法、改
进的混合反演法基于 ＲＶｏＧ模型估计地形相位，在
方法上有所改进，但由于 ＨＨ ＶＶ通道、ＨＶ通道只
是主导为地面散射和体散射的通道，并不纯粹，导致

ＤＥＭ差分法、ＲＶｏＧ法／混合反演法估计的地形相位
偏高，并且精度还有待提高，改进的混合反演法由于

使用相干分离最大算法使复平面内的复相干的距离

达到最大，获得了较为准确的与地面散射与冠层散

射相对应的复相干，估计的地形相位接近真实值，获

得了较为理想的结果。

图 １０　复平面内经过相干分离最大算法前后的复相干及拟合直线的比较

Ｆｉｇ．１０　Ｃｏｍｐ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ｏｍｐｌｅｘ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ｆｉｔｔｉｎｇ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ｌｉｎｅｐｒｅａｎｄｐｏｓｔｍａｘｉｍｕｍ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ａｃｏｍｐｌｅｘｐｌａｎｅ
　
　　结合地形相位的估计结果，本文比较５种单基线
ＰｏｌＩｎＳＡＲ森林高度反演的方法：ＤＥＭ差分法选取 ＨＶ
通道复相干作为冠层散射的复相干，其相位中心可能

位于森林高度的一半与森林高度之间的任意位

置
［３５－３６］

，并且其地形相位估计的结果偏高，误差最

大。由于地形相位的误差传播且使用 ＨＶ通道的复
相干作为冠层散射的复相干，因此其反演的森林高度

往往产生低估，并且其反演的森林高度最低，与其观

点相同
［２８，３６－３７］

；ＲＶｏＧ法与 ＤＥＭ差分法相比，方法

有所改进，虽然其根据 ＲＶｏＧ模型估计的地形相位精
度比 ＤＥＭ差分法高，但其仍然使用 ＨＶ通道复相干
代表冠层散射的复相干，同样造成森林高度的低估，

与 ＤＥＭ差分法相比，低估的程度有所降低且均方根
误差提高了０５３ｍ；当相干幅度一定时，理论上复相

干幅度反演法反演的森林高度应该偏低，但实际上出

现了高估，因为没有考虑其他非体散射去相干的影

响，将所有的复相干都归结为体散射相干，导致体散

射复相干变小，使其反演的森林高度偏高
［２８－２９］

，平均

值高估了１４０ｍ，图８剖面的波动与图９统计图的离
散程度都大，反演的森林高度稳健性差

［３５－３６］
，但其森

林高度反演精度为 ３４９ｍ，有了大幅提高［２７］
；混合

反演法综合考虑了相干相位与相干幅度反演各自的

低估、高估问题
［２７－２９，３６－３７］

，由于事先知道反演的森

林高度的平均值为１８ｍ，通过调整权重 ε使其平均
值接 近 真 实值，反 演精 度得 到了大 幅 度 提 升

（１４８ｍ），图８剖面的波动与图 ９统计图的离散程
度都小，反演的森林高度具有稳健性

［３６－３７］
。改进的

混合反演法基于相干分离最大算法使冠层散射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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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散射的复相干之间的距离在复平面内达到最大，

使其比混合反演法使用的ＨＨ ＶＶ通道与ＨＶ通道
的复相干拟合的相干直线更加准确，从而使地形相

位的绝对值的平均值（００３ｒａｄ）与反演的森林高度
的平均值（１８１２ｍ）更接近真实值，且精度有所提
高，图８剖面的波动与图 ９统计图的离散程度都很
小，反演的森林高度具有一定的鲁棒性。

５　不同高度森林反演精度分析

本文模拟了与试验数据具有相同参数，但森林

高度分别为７、１０、１４、１８、２０ｍ的针叶林与落叶林来
进一步分析反演森林高度的精度。针叶林与落叶林

估计的地形相位绝对值平均值与均方根误差如图 １１
所示，森林高度平均值与均方根误差如图 １２所示；
　　

图 １１　地形相位绝对值的平均值与均方根误差

Ｆｉｇ．１１　ＡＢＳｍｅａｎａｎｄＲＭＳＥｏｆ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ｇｒｏｕｎｄｐｈａｓｅ

图 １２　森林高度平均值与均方根误差

Ｆｉｇ．１２　ＭｅａｎａｎｄＲＭＳＥ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ｈｅｉｇｈ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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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１１可看出，除了针叶林为 ７ｍ时，ＲＶｏＧ法／混
合反演法最优之外，其他情况下改进的混合反演法

估计的地形相位最优，依次为 ＲＶｏＧ法／混合反演
法、ＤＥＭ差分法。由图 １２可看出，森林较为低矮
时，复相干幅度反演法并未出现高估现象，而是低估

了森林高度，并且落叶林的复相干幅度反演法都低

估了森林高度；原因可能是：低矮的森林场景自然稀

疏，ＰｏｌＳＡＲｐｒｏ软件模拟的落叶林场景普遍很稀疏，
林中有空地，导致 ＨＶ与 ＨＨ ＶＶ通道的复相干很
接近，即 ＨＶ通道有很多地面散射成分，不能很好地
代表冠层散射，其幅度比真实的冠层散射的相干幅

度高，造成森林高度的低估。除复相干幅度反演法

外，当森林高度一定时，其他４种方法反演森林高度
的平均值与真实值的接近程度由小到大依次为：改

进的混合反演法、混合反演法、ＲＶｏＧ法、ＤＥＭ差分
法，且 ＲＶｏＧ法、ＤＥＭ差分法都出现了低估；均方根
误差由小到大依次为：改进的混合反演法、混合反演

法、ＲＶｏＧ法、ＤＥＭ差分法。
结合地形相位的结果，除复相干幅度反演法

在稀疏与低矮森林区域产生低估，改进的混合反

演法在低矮针叶林区域估计的地形相位误差较大

之外，５种方法与前文相一致，进一步验证了方法
的有效性。

６　结论

（１）ＤＥＭ差分法估计的地形相位偏高，导致其
反演的森林高度只为有效森林高度，造成森林高度

的低估；ＲＶｏＧ法与 ＤＥＭ差分法相比，估计地形相
位的方法有所改进，但其只获得了比较准确的地形

相位，冠层散射相位仍然不精确，同样造成森林高度

的低估；复相干幅度反演法由于没有考虑其他非体

散射去相干，造成森林高度的高估且稳健性差，但在

稀疏与低矮森林区域出现低估现象。

（２）混合反演法综合了相干相位与相干幅度反
演各自的优势，在具有一定的先验知识条件下，能获

到较高的精度。

（３）改进的混合反演法基于相干分离最大算法
使地面散射与冠层散射对应的复相干在复平面内的

距离达到最大，拟合的直线更加准确，因此使其估计

的地形相位的误差最小，同时又有相对准确的冠层

散射的复相干，进一步提高了森林高度反演的精度，

并且具有一定的鲁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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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７１２２０＆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
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７．１２．０２０．
ＧＵＯＪｉａｏ，ＷＥＩＰｅｎｇｌｉａｎｇ，ＺＨＯＵＺｈｅｎｇｓｈｕ，ｅｔａｌ．Ｃｒｏｐ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ｕｌｔｉ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ＰｏｌＳＡＲｉｍａｇｅｓ［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７，４８（１２）：１７４－１８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　苏宝峰，李锦伟，靳标，等．非邻域相干系数估计的 ＰｏｌＩｎＳＡＲ树高反演算法［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５，４６（１２）：２６８－
２７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５１２３６＆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
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５．１２．０３６．
ＳＵＢａｏｆｅｎｇ，ＬＩＪｉｎｗｅｉ，ＪＩＮＢｉａｏ，ｅｔａｌ．Ｔｒｅｅｈｅｉｇｈｔ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ｗｉｔｈＰｏｌＩｎＳＡＲａｎｄｎｏｎｌｏｃａｌ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Ｊ／ＯＬ］．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５，４６（１２）：２６８－２７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　ＣＬＯＵＤＥＲＳ，ＰＡＰＡＴＨＡＮＡＳＳＩＯＵＫＰ．Ｐｏｌａｒｉｍｅｔｒｉｃｏｐｔｉｍｉｓａｔｉｏｎｉｎｒａｄａｒ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ｙ［Ｊ］．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Ｌｅｔｔｅｒｓ，１９９７，
３３（１３）：１１７６－１１７８．

８　 ＴＲＥＵＨＡＦＴＲ Ｎ，ＭＡＤＥＳＥＮ ＳＮ，ＭＯＧＨＡＤＤＡＭ Ｍ，ｅｔａｌ．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ｆｒｏｍ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ｉｃｒａｄａｒ［Ｊ］．Ｒａｄ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６，３１（６）：１４４９－１４８５．

９　ＣＬＯＵＤＥＳＲ，ＰＡＰＡＴＨＡＮＡＳＳＩＯＵＫＰ．ＰｏｌａｒｉｍｅｔｒｉｃＳＡＲ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ｙ［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９９８，３６（５）：１５５１－１５６５．

１０　ＰＡＰＡＴＨＡＮＡＳＳＩＯＵＫ Ｐ，ＣＬＯＵＤＥ ＳＲ，ＲＥＩＧＢＥＲ Ａ．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ｒｏｕｎ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ｐｏｌａｒｉｍｅｔｒｉｃ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ｙｐａｒｔＩＩ：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ａｌｐｏｌａｒｉｓａｔｉｏｎｓ［Ｃ］∥ＥＳＡＳＰ，２０００：３５３－３５８．

８２２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８年



１１　ＴＲＥＵＨＡＦＴＲＮ，ＳＩＱＵＥＩＲＡＰＲ．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ｖｅｇｅｔ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ｆｒｏｍ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ｎｄｐｏｌａｒｉｍｅｔｒｉｃｒａｄａｒ［Ｊ］．
Ｒａｄ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０，３５（１）：１４１－１７７．

１２　ＴＲＥＵＨＡＦＴＲＮ，ＣＬＯＵＤＥＳＲ．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ｐｏｌａｒｉｍｅｔｒｉｃ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ｙ［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９９９，３７（５）：２６２０－２６２４．

１３　ＰＡＰＡＴＨＡＮＡＳＳＩＯＵＫＰ，ＣＬＯＵＤＥＳＲ．Ｓｉｎｇｌｅ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ｐｏｌａｒｉｍｅｔｒｉｃＳＡＲ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ｙ［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２００１，３９（１１）：２３５２－２３６３．

１４　ＣＬＯＵＤＥＳＲ，ＰＡＰＡＴＨＡＮＡＳＳＩＯＵ Ｋ Ｐ．Ｔｈｒｅｅｓｔａｇｅ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ｆｏｒｐｏｌａｒｉｍｅｔｒｉｃＳＡＲ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ｙ［Ｊ］．ＩＥＥ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Ｒａｄａｒ，Ｓｏｎａｒａｎｄ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３，１５０（３）：１２５－１３４．

１５　谈璐璐，陈兵，杨汝良．利用 ＰｏｌＩｎＳＡＲ数据反演植被高度的改进三阶段算法［Ｊ］．系统仿真学报，２０１０，２２（４）：９９６－９９９．
ＴＡＮＬｕｌｕ，ＣＨＥＮＢｉｎｇ，ＹＡＮＧＲｕｌｉａｎｇ．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ｔｈｒｅｅｓｔａｇ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ｏｆｔｒｅｅｈｅｉｇｈｔ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ｗｉｔｈＰｏｌＩｎＳＡＲｄａｔ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０，２２（４）：９９６－９９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　ＸＩＥＱ，ＺＨＵＪ，ＷＡＮＧＣ，ｅｔａｌ．Ｂｏｒｅａｌｆｏｒｅｓｔｈｅｉｇｈｔ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Ｅ ＳＡＲＰｏｌＩｎＳＡＲ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ｄ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ｔｈｒｅｅｓｔａｇ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Ｅａｒｔｈ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４：
１４５－１５０

１７　宋桂萍，汪长城，付海强，等．植被高度的极化干涉互协方差矩阵分解反演法［Ｊ］．测绘学报，２０１４，４３（６）：６１３－６１９．
ＳＯＮＧＧｕｉｐｉｎｇ，ＷＡＮＧＣｈ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ＦＵＨａｉｑ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Ａｎｏｖｅｌ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ｈｅｉｇｈｔ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ｏｌａｒｉｍｅｔｒｉｃ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ｉｃ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ｍａｔｒｉｘ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Ｊ］．ＡｃｔａＧｅｏｄａｅｔｉｃａｅｔ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４，４３（６）：６１３－６１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　ＺＨＡＮＧＱ，ＬＩＵＴ，ＤＩＮＧＺ，ｅｔａｌ．Ａ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ｔｈｒｅｅｓｔａｇｅ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Ｒ ＲＶｏＧ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Ｐｏｌ ＩｎＳＡＲｄａｔａ
［Ｊ］．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２０１６，８（１０）：８６１－８７８．

１９　ＬＩＮＤ，ＺＨＵＪ，ＦＵＨ，ｅｔａｌ．ＡＴＳＶＤｂａ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ｆｏｒｅｓｔｈｅｉｇｈｔ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ｆｒｏｍｓｉｎｇｌｅ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ＰｏｌＩｎＳＡＲｄａｔａ［Ｊ］．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７，７（５）：４３５－４５１．

２０　ＣＬＯＵＤＥＳＲ．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ＰＣＴ）：ａｔｕｔｏｒｉａｌ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ＡＧＵ），２００５：１－５５．

２１　ＭＩＮＨＮＰ，ＺＯＵＢ．Ａｎｏｖｅｌ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ｆｏｒｅｓｔｈｅｉｇｈｔ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ＰｏｌＩｎＳＡＲｉｍａｇｅ［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ｉｇ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３，６（２）：１５－３２．

２２　ＬＩＸＷ，ＧＵＯＨＤ，ＬＩＺ，ｅｔａｌ．Ａｈｙｂｒｉｄ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ｈｅｉｇｈｔ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ｕｓｉｎｇＳＩＲ ＣｐｏｌａｒｉｍｅｔｒｉｃＳＡＲ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ｙｄａｔａ
［Ｃ］∥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２００５：５５０５－５５０８．

２３　李新武，郭华东，李震，等．用 ＳＩＲ Ｃ航天飞机双频极化干涉雷达估计植被高度的方法研究［Ｊ］．高技术通讯，２００６，
１５（７）：７９－８４．
ＬＩＸｉｎｗｕ，ＧＵＯＨｕａｄｏｎｇ，ＬＩＺｈｅｎ，ｅｔ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ｕｄｙｏｆ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ｈｅｉｇｈｔ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ＳＩＲ Ｃｄｕ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ｐｏｌａｒｉｍｅｔｒｉｃ
ＳＡＲ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ｙｄａｔａ［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ｉｇｈ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６，１５（７）：７９－８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４　ＨＡＳＨＪＩＮＳＳ，ＫＨＡＺＡＩＳ，ＳＡＤＥＧＨＩＡ．Ａｍｅｔｈｏｄｔｏｓｅｌｅｃｔ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ｗｉｎｄｏｗｓｉｚｅｆｏｒｆｏｒｅｓｔｈｅｉｇｈｔ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ＰｏｌＩｎＳＡＲ
ｄａｔａ［Ｃ］∥ＩＳＰＲＳ，２０１３：５０５－５０８．

２５　ＬＡＶＡＬＬＥＭ，ＳＯＬＩＭＩＮＩＤ，ＰＯＴＴＩＥＲＥ，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ＰＯＬＩＮＳＡＲ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ｆｏｒｅｓｔｈｅｉｇｈｔ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ｕｓｉｎｇ
ＰＯＬＩＮＳＡＲ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ｄａｔａ［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Ｆｒｉｎｇｅ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２００７，２００７．

２６　ＮＥＵＭＡＮＮ Ｍ，ＦＥＲＲＯＦＡＭＩＬ Ｌ，ＲＥＩＧＢＥＲ Ａ．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ｆｒｏｍ ｐｏｌａｒｉｍｅｔｒｉｃＳ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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