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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关联激光成像雷达测量矩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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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基于稀疏限制的鬼成像技术（ＧＩＳＣ）框架模拟研究了散斑场中散斑强度分布对成像质量的影响以及重

建过程中所需要的采样次数与散斑尺寸和目标稀疏性的关系。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光斑强度分布对成像分辨率影

响较大，高斯散斑优于相同直径平顶散斑，且高斯分布散斑更适合于实际应用。当散斑尺寸小于图像的分辨率时，

所需的采样次数只跟图像的稀疏度有关，而与图像的具体分布方式无关；当散斑尺寸超出目标自身的分辨率时，获

得相同成像质量的图像（以较低分辨率图像为准）所需要的采样次数与散斑直径的平方成反比。模拟验证采样次

数与目标稀疏性的关系，并给出和验证了具有灰度的自然目标图像的稀疏度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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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强度关联成像，又称鬼成像（ＧＩ），作为一种新

型的非局域成像体制，近十多年来得到了广泛的研

究［１－２］。随着研究的深入，将目标的稀疏先验特性

与鬼成像结合起来，即基于稀疏限制的鬼成像

（ＧＩＳＣ）技术从理论和实验上均证明可以在采样数

远低于奈奎斯特采样率的情况下高质量地重建待测

目标信息［３－２１］。研究者们将ＧＩＳＣ技术应用到遥感

成像领域，并研制出了强度关联激光成像雷达，利用

赝热光源作为照明源，使用点探测器接收目标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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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在目标稀疏的先验条件下可以在欠采样的情况

下高质量重建待测目标信息，这与传统的激光雷达

相比有了很大的突破［１９］。

在ＧＩＳＣ图像重建框架下，鬼成像系统中参考

臂面阵探测器记录的强度分布用于构建ＧＩＳＣ的测

量矩阵。作为ＧＩＳＣ图像重建的核心，测量矩阵的

构成直接影响到ＧＩＳＣ图像的重建质量，因此研究

测量矩阵的特性具有极重要的意义。为得到一种优

化的测量矩阵，众多科研人员对其进行了广泛的研

究［１４，２２－２９］。但上述研究多集中在矩阵排布以及各

种稀疏变换等理论工作方面，而在强度关联激光成

像雷达等实际应用中，多采用激光干涉的方法产生

的散斑场（赝热光源）［３０－３１］作为测量矩阵，受到技术

的限制而与理论需要的散斑场相去甚远。另外，自

然目标（尤其是地物目标）的纹理、稀疏度等特性一

般是未知而多变的，而且必须在实空间域对目标进

行采样，因此也多采用较通用的随机散斑场。

本文利用ＧＩＳＣ图像重建框架，通过数值模拟

研究随机散斑场应用于自然目标测量时，散斑强度

分布与尺寸特性、目标稀疏度、采样次数等因素之间

的关系，为强度关联激光成像雷达测量矩阵的优化

设计提供了依据。

２　数值模型及评价函数

数值模拟采用的模型如图１所示。分束镜将整

个系统分成两路，含有物体的一路称为“物臂”，另外

一路称为“参考臂”。物体上的散斑场信息与“参考

臂”上ＣＣＤ接收的散斑场信息完全对称，而物体后

面的探测器为一个没有空间分辨率的桶探测器。在

数值模拟中，ＣＣＤ和桶探测器接收到的光信息经光

电转换以后再进行ＧＩＳＣ运算，实现对物体的重建。

每一次采样，“参考臂”上的ＣＣＤ接收到散斑场都是

一个二维强度分布为犐ｓ（狓，狔）（犿×狀），将犐ｓ（狓，狔）

排列为一个行矢量（１×犖，犖＝犿×狀。经过犕次采

样以后可以产生独立同分布的随机测量矩阵

犃（犕×犖）服从分布 Ｎ（狌，σ
２）。相应的，“物臂”上

的桶探测器记录了一维信号犅ｓ（犕×１）。这时，便可

以通过求解以下凸优化问题将待测目标的透射像稀

疏重构出来［１３－１６］：

犜ＧＩＳＣ ＝ 犜′ ；

ｗｈｉｃｈｍｉｎｉｍｉｚｅｓ：Ψ｛犜′（狓，狔）
２｝１，

ｓｕｂｊｅｃｔｔｏ：犅狊 ＝∫ｄ狓ｄ狔犐狊（狓，狔）犜′（狓，狔）
２，

狊＝１，…，犕， （１）

式中 犕 是总的随机测量数，Ψ 是稀疏变换操作算

符， Ψ｛犜′（狓，狔）
２｝１ 表示 Ψ｛犜′（狓，狔）

２｝的

犾１－范数。

图１ 数值模拟所采用的模型原理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为了定量分析ＧＩＳＣ的重建质量，采用重建图

像与原图像的均方误差（ＭＳＥ）作为评价因子来衡

量重建图像的质量：

犳ＭＳＥ ＝
１

犖ｐｉｘ∑犻，犼
（犡犻，犼－ ′犡犻，犼）

２， （２）

式中犡犻，犼和 ′犡犻，犼分别表示原图像和重建图像第犻行

第犼列的像素灰度，犖ｐｉｘ 表示图像像素点的总体个

数。ＭＳＥ值越小，说明图像重构质量越好
［１４］。

３　数值模拟

在数值模拟中，产生随机分布的特定数量散斑作

为测量矩阵对目标进行采样，首先分析散斑强度分布

对成像质量的影响，以及采样次数与散斑尺寸的关

系，后面重点分析采样次数和目标稀疏性的关系。在

这里，选择实际中较易实现的圆形散斑进行模拟。

３．１　散斑强度分布的影响

通过数值模拟，观察散斑的不同强度分布（包括

高斯分布和平顶分布）对ＧＩＳＣ质量的影响。选择

两种物体作为成像目标：１）如图２（ａ）所示的分辨率

板（条纹宽度为 ３，条纹间距为 ２，图像大小为

１００ｐｉｘｅｌ×１５０ｐｉｘｅｌ，二值分布）；２）如图４（ａ）所示

的塔楼（图像大小为１００ｐｉｘｅｌ×１００ｐｉｘｅｌ，灰度分布

为０～２５５）。

强度关联成像得到的图像分辨率是由散斑的尺

寸决定的，根据传统成像光学分辨率判别方法，不考

虑超分辨的情况下：当散斑的强度分布为平顶分布

时，图像分辨率极限为散斑的直径犱；当散斑的强度

高斯分布（其标准差的倒数为２．５）时，图像分辨率

极限约为散斑直径的一半，即犱／２，则当图像分辨极

限为犱时，相应的散斑的直径为２犱。因此下面将分

别模拟直径为犱的平顶散斑以及直径为犱和２犱的

０９１８００２２



崔丽君等：　强度关联激光成像雷达测量矩阵研究

高斯散斑。

图２ 散斑强度分布不同的情况下的ＧＩＳＣ重建结果。散斑形状为圆形，犖ｎｕｍ＝１０，犕＝３０００。（ａ）原始物体；（ｂ）～（ｄ）ＧＩＳＣ

重建结果；上行：强度分布为平顶分布，（ｂ）犱＝５，（ｃ）犱＝６，（ｄ）犱＝７；中行：散斑强度分布为高斯分布，（ｂ）犱＝１０，

（ｃ）犱＝１２，（ｄ）犱＝１４；下行：散斑强度为高斯分布，（ｂ）犱＝５，（ｃ）犱＝６，（ｄ）犱＝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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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ｂ）～（ｄ）ＧＩＳＣ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ｏｐｐａｎｅｌ：ｓｐｅｃｋｌ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ｓｆｌａｔｔｏｐｐｅｄ，

（ｂ）犱＝５，（ｃ）犱＝６，（ｄ）犱＝７；ｍｉｄｄｌｅｐａｎｅｌ：ｓｐｅｃｋｌ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ｓＧａｕｓ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ｂ）犱＝１０，（ｃ）犱＝

１２，（ｄ）犱＝１４；ｂｏｔｔｏｍｐａｎｅｌ：ｓｐｅｃｋｌ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ｓＧａｕｓ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ｂ）犱＝５，（ｃ）犱＝６，（ｄ）犱＝７

　　１）对分辨率板进行重建：视场内的散斑个数

犖ｎｕｍ＝１０，采样次数为 犕＝３０００，当散斑为平顶分

布时，取犱＝５、６、７；散斑为高斯分布时，分别取

犱＝５、６、７和犱＝１０、１２、１４，数值模拟得到的 ＧＩＳＣ

重建结果如图２（ｂ）～（ｄ）所示，犱ＭＳＥ曲线如图３

所示。

图３ 犱ＭＳＥ曲线（犖ｎｕｍ＝１０，犕＝３０００）

Ｆｉｇ．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犱ａｎｄＭＳＥ（犖ｎｕｍ＝１０，

犕＝３０００）

２）对塔楼进行重建成像：取 犖ｎｕｍ ＝５，犕＝

５０００，当散斑为平顶分布时，取犱＝５、６、７；散斑为高

斯分布时，分别取犱＝５、６、７和犱＝１０、１２、１４，数值

模拟得到的ＧＩＳＣ重建结果如图４（ｂ）～（ｄ）所示，

犱ＭＳＥ曲线如图５所示。

从图３、５的实验结果可以明显看出，不论成像

目标是二值分布还是灰度分布的，在采样次数足够

多的情况下，就重建图像质量而言，１犱高斯散斑大

于１犱平顶散斑大于２犱高斯散斑。

３．２　采样次数与散斑尺寸的关系

如前所述，强度关联成像的图像分辨率由散斑

的尺寸决定，当散斑大小大于图像分辨率大小时，重

建出来的图像质量会降低，因此信息量减少，理论上

所需的采样次数也会随之减少。为了验证此结论并

得到量化结果，做如下数值模拟：取自然目标图像为

重建对象（如图６所示），图像大小为２５６ｐｉｘｅｌ×

２５６ｐｉｘｅｌ，其自身的分辨率为１ｐｉｘｅｌ。选择圆形高

斯分布的散斑，犖ｎｕｍ＝８０。犱＝１、３、５、７、９时对目标

的ＧＩＳＣ重建的犕ＭＳＥ曲线如图７（ａ）所示，结果

显示，犱＝１和犱＝３时犕ＭＳＥ曲线基本重合，即当

散斑分辨率小于或等于目标自身分辨率时，得到相

同ＧＩＳＣ质量所需要的采样次数与散斑尺寸无关。

然而当散斑的分辨率超出目标自身分辨率时，在欠

采样的情况下，得到相同ＧＩＳＣ质量所需要的采样

次数与散斑直径的平方成反比，如图７（ｂ）所示，即

犕∝１／犱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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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散斑强度分布不同的情况下的 ＧＩＳＣ重建结果。散斑形状为圆形，犖ｎｕｍ＝５，犕＝５０００。（ａ）原始物体；（ｂ）～（ｄ）为

ＧＩＳＣ重建结果；上行：散斑强度分布为平顶分布，（ｂ）犱＝５，（ｃ）犱＝６，（ｄ）犱＝７；中行：散斑强度分布为高斯分布，

（ｂ）犱＝１０，（ｃ）犱＝１２，（ｄ）犱＝１４；下行：散斑强度分布为高斯分布，（ｂ）犱＝５，（ｃ）犱＝６，（ｄ）犱＝７

Ｆｉｇ．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ｐｅｃｋｌ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ＧＩＳＣ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ｗｉｔｈ犖ｎｕｍ＝５ａｎｄ犕＝５０００．

（ａ）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ｂ）～（ｄ）ＧＩＳＣ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ｏｐｐａｎｅｌ：ｓｐｅｃｋｌ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ｓｆｌａｔｔｏｐｐｅｄ，

（ｂ）犱＝５，（ｃ）犱＝６，（ｄ）犱＝７；ｍｉｄｄｌｅｐａｎｅｌ：ｓｐｅｃｋｌ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ｓＧａｕｓ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ｂ）犱＝１０，（ｃ）犱＝

１２，（ｄ）犱＝１４；ｂｏｔｔｏｍｐａｎｅｌ：ｓｐｅｃｋｌ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ｓＧａｕｓ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ｂ）犱＝５，（ｃ）犱＝６，（ｄ）犱＝７

图７ 不同散斑大小对ＧＩＳＣ重建质量的影响。圆形高斯分布散斑，犖ｎｕｍ＝８０；（ａ）犕ＭＳＥ关系图；（ｂ）犕犱
２ 关系图

Ｆｉｇ．７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ｐｅｃｋｌｅｓｉｚｅｓｏｎｔｈｅＧＩＳＣ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ａ）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犕ａｎｄＭＳＥ；

（ｂ）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犕ａｎｄ犱
２

图５ 犱ＭＳＥ曲线（犖ｎｕｍ＝５，犕＝３０００）

Ｆｉｇ．５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犱ａｎｄＭＳＥ（犖ｎｕｍ＝５，犕＝３０００）

图６ 自然目标图像

Ｆｉｇ．６ Ｎａｔｕｒａｌｏｂｊｅ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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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采样次数与目标稀疏度的关系

根据压缩感知理论，对于犖 维犓 阶信号，采用

ＣＳ算法所需要的采样数犕 满足
［３２］

犕 ≥犆·μ
２（，ψ）·β·ｌｇ犖， （３）

式中犆为常数，μ
２（，ψ）为测量矩阵和表达矩阵的

相关度，β为目标的稀疏度，犖 为目标的像素个数。

因此当目标较为稀疏的情况下，可以以极少的

采样次数反演得到目标图像。对于大小为犖ｐｉｘ的二

值目标，在某一特定表象下展开时，若能用最大的

犓 个展开系数表示待测目标图像的主要特征信息，

则称该目标图像在此表象下是犓稀疏的，稀疏度β
的定义由下式给出［１４］：

β＝犓／犖ｐｉｘ， （４）

式中犓 为图像像素中非零元个数，犖ｐｉｘ 为图像的像

素个数，并且β值越小，说明图像越稀疏。

当目标稀疏度相同，而具体排布不同或者是分

辨率不同时，关联成像所需要的采样数是否相同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选择两个稀疏度完全相同，而自

身分辨率不同的物体作为重建目标［如图８（ａ）、（ｂ）

所示］。两幅图像的大小均为１２８ｐｉｘｅｌ×１２８ｐｉｘｅｌ；

图８（ａ）中的条纹宽度为３０ｐｉｘｅｌ；图８（ｂ）中的条纹

宽度为３ｐｉｘｅｌ，条纹间距为６ｐｉｘｅｌ。这两个物体均

为二值分布，其稀疏度β可由（４）式计算得到为β＝

０．１４。以圆形高斯分布的散斑，对两个物体进行重

建，设犱＝３，犖ｎｕｍ＝８０，犕＝１０００、３０００、５０００、８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１６０００、２００００，得到的犕ＭＳＥ曲线如图８（ｃ）

所示。从结果可以得到：当散斑分辨率小于两个物

体自身的分辨率时，在视场内散斑的个数相同的情

况下，获得相同成像质量，稀疏度相同的物体需要的

采样次数相同，采样次数不随物体的具体分布变化

而变化。

图８ 目标的稀疏度对成像质量的影响。（ａ）分辨率为３０的物体；（ｂ）分辨率为９的物体；（ｃ）犕ＭＳＥ曲线

Ｆｉｇ．８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ｉｍａｇｅ′ｓｓｐａｒｓｉｔｙｏｎｔｈ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Ｏｂｊｅｃｔ′ｓ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ｓ３０；（ｂ）ｏｂｊｅｃｔ′ｓ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ｓ９；

（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犕ａｎｄＭＳＥ

　　在实际应用中，强度关联激光成像雷达的目标

一般都具有灰度特征，不能简单套用上面所述的二

值目标稀疏度公式，而应将灰度值作为稀疏度计算

中的一个重要参数。结合（４）式和关联成像的特点，

给出了对灰度图像重建的稀疏度β计算公式：

β＝
１

２５５犖ｐｉｘ
·∑

犖
ｐｉｘ

狀＝１

犳（狀）， （５）

式中犖ｐｉｘ为目标的像素个数，犳（狀）为第狀个像素的

灰度值，犳∈［１，２５５］，计算稀疏度之前必须先将图

像的最大灰度值规整到２５５，而最低灰度值设为０。

（５）式在传统二值图像稀疏度计算公式的基础

上，将灰度图像像素的亮度值作为权重并归一化，符

合关联成像图像获取特点：图像中较亮的像素总是先

被获取，而较低亮度的像素随采样次数增加才被逐渐

获取，可以认为图像信息量与像素亮度值成正比。

为了验证这一稀疏度公式应用于强度关联激光

成像雷达采样次数评估中的准确性，做了如下数值

模拟。

选择目标自身的分辨率相同（均为１ｐｉｘｅｌ），稀

疏度不同的三个自然目标作为重建对象，如图９所

示。由（５）式计算得到三个目标的稀疏度β分别为

０．１７２４、０．２８６６、０．３６６３。取圆形高斯分布型散斑，

并设犱＝５，犖ｎｕｍ＝８０，重建结果的 犕ＭＳＥ曲线如

图１０（ａ）所示。图１０（ｂ）所示的曲线分别为犳ＭＳＥ＝

０．０１０、０．００５时的 犕β 曲线，可以很明显看出，

ＧＩＳＣ对目标进行重建时，在散斑分辨率超出目标

本身的分辨率、散斑形状相同、视场内散斑个数相等

的情况下，得到相同ＧＩＳＣ质量所需要的采样数与

目标的稀疏度成正比，即犕∝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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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自然目标。（ａ）β＝０．１７２４；（ｂ）β＝０．２８６６；（ｃ）β＝０．３６６３

Ｆｉｇ．９ Ｎａｔｕｒ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ｓ．（ａ）β＝０．１７２４；（ｂ）β＝０．２８６６；（ｃ）β＝０．３６６３

图１０ （ａ）犕ＭＳＥ曲线；（ｂ）犕β曲线

Ｆｉｇ．１０ （ａ）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犕ａｎｄＭＳＥ；（ｂ）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犕ａｎｄβ

４　结　　论

利用ＧＩＳＣ框架模拟研究了散斑场中散斑强度

分布对成像质量的影响以及重建过程中所需要的采

样次数与散斑尺寸和目标稀疏性的关系。数值模拟

实验结果表明，光斑强度分布对成像分辨率的影响

较大，在采样次数足够多的情况下，高斯散斑优于相

同直径平顶散斑，且高斯分布散斑更适合于实际应

用。另外，当散斑尺寸小于图像的分辨率时，所需的

采样次数只跟图像的稀疏度有关，而与图像的具体

分布方式无关；在欠采样的情况下，当散斑尺寸超出

目标自身的分辨率时，获得相同成像质量的图像（以

较低分辨率图像为准）所需要的采样次数与散斑直

径的平方成反比，即散斑尺寸越大，获得相同成像质

量的图像所需要的采样次数越少。最后，模拟了采

样次数与目标稀疏性的关系，结果验证了关联成像

采样次数与图像稀疏度的关系，提出了具有灰度的

自然目标图像的稀疏度计算公式，并验证了此公式

应用于关联成像计算的准确性。

参 考 文 献

１ＤＳｔｒｅｋａｌｏｖ，ＡＳｅｒｇｉｅｎｋｏ，ＤＫｌｙｓｈｋｏ，犲狋犪犾．．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ｗｏｐｈｏｔｏｎ“ｇｈｏｓｔ”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Ｊ］．ＰｈｙｓＲｅｖ

Ｌｅｔｔ，１９９５，７４（１８）：３６００－３６０３．

２ＪｉｎｇＣｈｅｎｇ，ＳｈｅｎｓｈｅｎｇＨａｎ．Ｉｎｃｏｈｅｒｅｎｔ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ａｎｄ

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Ｘｒａｙ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Ｊ］．ＰｈｙｓＲｅｖＬｅｔｔ，２００４，

９２（９）：０９３９０３．

３ＭＤ＇Ａｎｇｅｌｏ，ＹＨＳｈｉｈ．Ｑｕａｎｔｕｍｉｍａｇｉｎｇ［Ｊ］．ＬａｓｅｒＰｈｙｓＬｅｔｔ，

２００５，２（１２）：５６７－５９６．

４ＤｅｚｈｏｎｇＣａｏ，ＪｕｎＸｉｏｎｇ，Ｋａｉｇｅ Ｗａｎｇ．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ｏｐｔｉｃｓｉ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ｉｍａｇ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ＰｈｙｓＲｅｖＡ，２００５，７１（１）：

０１３８０１．

５ＤＺｈａｎｇ，Ｙ ＨＺｈａｉ，ＬＡ Ｗｕ，犲狋犪犾．．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ｗｏｐｈｏｔｏｎ

ｉｍａｇ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ｒｕｅｔｈｅｒｍａｌｌｉｇｈｔ［Ｊ］．ＯｐｔＬｅｔｔ，２００５，３０（１８）：

２３５４－２３５６．

６ＡＧａｔｔｉ，Ｍ Ｂａｃｈｅ，Ｄ Ｍａｇａｔｔｉ，犲狋犪犾．．Ｃｏｈｅｒｅｎｔｉｍａｇｉｎｇｗｉｔｈ

ｐｓｅｕｄ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ｉｎｃｏｈｅｒｅｎｔｌｉｇｈｔ［Ｊ］．ＪＭｏｄＯｐｔ，２００６，５３（５６）：

７３９－７６０．

７ＦＦｅｒｒｉ，ＤＭａｇａｔｔｉ，ＡＧａｔｔｉ，犲狋犪犾．．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ｇｈｏｓｔｉｍａｇｅ

ａｎｄｇｈｏｓｔ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ｍａｌｌｉｇｈｔ［Ｊ］．Ｐｈｙｓ

ＲｅｖＬｅｔｔ，２００５，９４（１８）：１８３６０２．

８ＷｅｎｌｉｎＧｏｎｇ，Ｐｅｎｇｌｉ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Ｓｈｅｎ，犲狋犪犾．．Ｇｈｏｓｔ“ｐｉｎｈｏｌｅ”

ｉｍａｇｉｎｇｉｎＦｒａｕｎｈｏｆ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Ｊ］．ＡｐｐｌＰｈｙｓＬｅｔｔ，２００９，９５（７）：

０７１１１０．

９ＷｅｎｌｉｎＧｏｎｇ，ＳｈｅｎｓｈｅｎｇＨａ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ｉｍａｇｉｎｇｉｎ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

ｍｅｄｉａ［Ｊ］．ＯｐｔＬｅｔｔ，２０１１，３６（３）：３９４－３９６．

１０ＪＨ Ｓｈａｐｉｒｏ，Ｒ Ｗ Ｂｏｙｄ．Ｔｈｅｐｈｙｓｉｃｓｏｆｇｈｏｓｔｉｍａｇｉｎｇ［Ｊ］．

ＱｕａｎｔｕｍＩｎｆＰｒｏｃｅｓｓ，２０１１，１１（４）：９４９－９９３．

１１ＣｈｅｎＭｉｎｇｌｉａｎｇ，ＬｉＥｎｒｏｎｇ，ＷａｎｇＨｕｉ，犲狋犪犾．．Ｇｈｏｓｔｉｍａｇ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ｐａｒｓｅａｒｒａｙｐｓｅｕｄ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ｌｉｇｈｔｓｙｓｔｅｍ［Ｊ］．Ａｃｔａ

Ｏｐｔ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２，３２（５）：０５０３００１．

　 陈明亮，李恩荣，王　慧 等．基于稀疏阵赝热光系统的强度关联

成像研究［Ｊ］．光学学报，２０１２，３２（５）：０５０３００１．

０９１８００２６



崔丽君等：　强度关联激光成像雷达测量矩阵研究

１２ＱｉｎＪｉｅｘｉｎ，ＬｉｕＳｈｉｃｈａｏ，ＨｕａｎｇＧｅｎｇｈｕａ，犲狋犪犾．．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

ｔｈｅｐｓｅｕｄ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ｌｉｇｈｔ ｍａｄｅｂｙｌｉｑｕｉｄｃｒｙｓｔａｌｓｐａｔｉａｌｌｉｇｈｔ

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Ｌａｓｅｒｓ，２０１２，３９（１）：０１０２００８．

　 秦洁心，刘世超，黄庚华，等．基于液晶光阀调制的赝热光源制

备技术研究［Ｊ］．中国激光，２０１２，３９（１）：０１０２００８．

１３ＯＫａｔｚ，ＹＢｒｏｍｂｅｒｇ，ＹＳｉｌｂｅｒｂｅｒｇ．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ｇｈｏｓｔｉｍａｇｉｎｇ
［Ｊ］．ＡｐｐｌＰｈｙｓＬｅｔｔ，２００９，９５（１３）：１３１１１０．

１４ＪＤｕ，Ｗ Ｇｏｎｇ，ＳＨａｎ．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ｐａｒｓｉｔｙ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ｏｆ

ｉｍａｇｅｓｏｎｇｈｏｓｔｉｍａｇ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ｍａｌｌｉｇｈｔ［Ｊ］．ＯｐｔＬｅｔｔ，２０１２，

３７（６）：１０６７－１０６９．

１５Ｗ Ｇｏｎｇ，Ｓ Ｈａｎ．Ｓｕｐｅｒ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ｆａｒｆｉｅｌｄｇｈｏｓｔｉｍａｇｉｎｇｖｉａ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Ｊ／ＯＬ］．ａｒＸｉｖＱｕａｎｔｕｍ Ｐｈｙｓｉｃｓ，２００９，

０９１１．４７５０ｖ３．

１６Ｗ Ｇｏｎｇ，ＳＨａ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

ｌｅｎｓｌｅｓｓｓｕｐｅｒ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ｇｈｏｓｔｉｍａｇｉｎｇｖｉａｓｐａｒｓｉｔｙ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Ｊ］．ＰｈｙｓＬｅｔｔＡ，２０１２，３７６（１７）：１５１９－１５２２

１７Ｈ Ｗａｎｇ，Ｓ Ｈａｎ．Ｆｏｕｒｉ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ｇｈｏｓｔｉｍａｇ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ｏｎ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Ｊ／ＯＬ］．ａｒＸｉｖＰｈｙｓｉｃｓＯｐｔｉｃｓ，

２０１０，１００３．６０５７ｖ１．

１８Ｗ Ｇｏｎｇ，Ｓ Ｈａｎ．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ｉｎｐｕｔｇｈｏｓｔｉｍａｇｉｎｇｖｉａｓｐａｒｓ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Ｊ］．ＪＯｐｔＳｏｃＡｍＡ，２０１２，２９（８）：１５７１－１５７９．

１９ＣＺｈａｏ，Ｗ Ｇｏｎｇ，Ｍ Ｃｈｅｎ，犲狋犪犾．．Ｇｈｏｓｔｉｍａｇｉｎｇｌｉｄａｒｖｉａ

ｓｐａｒｓｉｔｙ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Ｊ］．ＡｐｐｌＰｈｙｓＬｅｔｔ，２０１２，１０１（１４）：

１４１１２３．

２０ＭＦＤｕａｒｔｅ，Ｍ Ａ Ｄａｖｅｎｐｏｒｔ，ＤＴａｋｈａｒ，犲狋犪犾．．Ｓｉｎｇｌｅｐｉｘｅｌ

ｉｍａｇｉｎｇｖｉａ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Ｊ］．ＩＥＥＥ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２００８，２５（２）：８３－９１．

２１Ｌｕ Ｍｉｎｇｈａｉ，Ｓｈｅｎ Ｘｉａ，ＨａｎＳｈｅｎｓｈｅｎｇ．Ｇｈｏｓｔｉｍａｇｉｎｇｖｉａ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ｉｇｉｔａｌｍｉｃｒｏｍｉｒｒｏｒｄｅｖｉｃｅ［Ｊ］．

ＡｃｔａＯｐｔ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１，３１（７）：０７１１００２．

　 陆明海，沈　夏，韩申生．基于数字微镜器件的压缩感知关联成

像研究［Ｊ］．光学学报，２０１１，３１（７）：０７１１００２．

２２ＥＣａｎｄｅｓ，Ｍ Ｗａｋｉｎ．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Ｊ］．ＩＥＥＥ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２００８，２５（２）：２１－３０．

２３ＤＬＤｏｎｏｈｏ．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ｅｄｓｅｎｓｉｎｇ［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２００６，５２（４）：１２８９－１３０６．

２４ＥＣａｎｄｅｓ，ＪＲｏｍｂｅｒｇ，ＴＴａｏ．Ｒｏｂｕｓｔ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ｅｘａｃｔｓｉｇｎａｌ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ｈｉｇｈｌｙ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２００６，５２（２）：

４８９－５０９．

２５ＥＣａｎｄｅｓ，ＪＲｏｍｂｅｒｇ，Ｔ Ｔａｏ．Ｓｔａｂｌｅｓｉｇｎａｌ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ｆｒｏｍ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ａｎｄｉｎ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Ｊ］．ＣｏｍｍｕｎＰｕｒｅＡｐｐｌ

Ｍａｔｈ，２００６，５９（８）：１２０７－１２２３．

２６ＥＣａｎｄｅｓ，Ｔ Ｔａｏ．Ｎｅａｒｏｐｔｉｍａｌｓｉｇｎａｌ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ｆｒｏｍｒａｎｄｏｍ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ｅｎｃｏｄ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Ｊ］．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２００６，５２（１２）：５４０６－５４２５．

２７ＲＢａｒａｎｉｕｋ，ＭＤａｖｅｎｐｏｒｔ，ＲＤｅＶｏｒｅ，犲狋犪犾．．Ａｓｉｍｐｌｅｐｒｏｏｆｏｆ

ｔｈｅ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ｉｓｏｍｅｔｒｙ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ｆｏｒｒａｎｄｏｍｍａｔｒｉｃｅｓ［Ｊ］．Ｃｏｎｓｔｒ

Ａｐｐｒｏｘ，２００８，２８（３）：２５３－２６３．

２８ＹＴｓａｉｇ，Ｄ Ｄｏｎｏｈｏ．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ｆ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ｅｄｓｅｎｓｉｎｇ［Ｊ］．

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２００６，８６（３）：５４９－５７１．

２９Ｐ Ｗｏｊｔａｓｚｃｚｙｋ．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ｉｔｙｆｏｒ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ｉｎ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ｅｄｓｅｎｓｉｎｇ［Ｊ］．ＦｏｕｎｄＣｏｍｐｕｔＭａｔｈ，

２０１０，１０（１）：１－１３．

３０Ｗ Ｍａｒｔｉｅｎｓｓｅｎ，ＥＳｐｉｌｌｅｒ．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ｌｉｇｈｔ

ｂｅａｍｓ［Ｊ］．ＡｍＪＰｈｙｓ，１９６４，３２（１２）：９１９－９２６．

３１ＳｈｅｎＸｉａ，ＺｈａｎｇＭｉｎｇｈｕｉ，ＬｉｕＨｏｎｇｌｉｎ，犲狋犪犾．．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

ｐｕｌｓｅｄ ｐｓｅｕｄ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ｌｉｇｈｔ［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 Ｌａｓｅｒｓ，２００９，

３６（１１）：２８９３－２８９８．

　 沈　夏，张明辉，刘洪林．脉冲式赝热光源研究［Ｊ］．中国激光，

２００９，３６（１１）：２８９３－２８９８．

３２ＥＪＣａｎｄｅｓ，ＭｉｃｈａｅｌＢ Ｗａｋｉｎ．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Ｊ］．ＩＥＥＥ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２００８，２５（２）：

２１－３０．

栏目编辑：何卓铭

０９１８００２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