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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尺度特征融合残差网络的高光谱地物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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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充分提取高光谱图像（HSI）的光谱空间信息特征，实现HSI的高精度地物分类，提出端到端的多尺度特征融合

残差（MFFI）模块。该模块结合了 3D多尺度卷积、特征融合以及残差连接 3种手段，实现了HSI多尺度光谱空间特征的

联合提取。因模块具有端到端特性，可通过堆叠多个MFFI模块得到具有提取深层特征能力的MFFI网络。该网络在

Salinas、Indian Pines和 University of Pavia 3个 HSI数据集的平均总体准确率为 99. 73%，平均准确率为 99. 84%，平均卡

帕系数为 0. 9971。结果表明：MFFI模块可以有效提取不同类型地物数据集的光谱空间特征，并取得良好的分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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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fully extract the spectral-spatial features of hyperspectral image (HSI) and to achieve high-precision
ground object classification of HSI, an end-to-end multi-scale feature fusion identity (MFFI) block is proposed. This block
combines 3D multi-scale convolution, feature fusion and residual connection. Through this block, multi-scale spectral-
spatial joint features of HSI can be extracted. Because of the end-to-end feature of the block, the final MFFI network can
be obtained by stacking multiple MFFI blocks. The average overall accuracy of 99. 73%, average accuracy of 99. 84%,
and Kappa coefficient of 0. 9971 are obtained on three HSI datasets: Salinas, Indian Pines and University of Pavi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FFI block can effectively extract the spectral-spatial featur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ground
object datasets and achieve satisfactory classification results.
Key words hyperspectral image classification; residual structure; multi-scale feature fusion; spectral-spatial feature
extraction;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1 引 言

高光谱图像（HSI）由成像光谱仪采集，每个像素

含有上百个光谱带，大量光谱带信息为地物精确分类

提供了可能。目前 HSI被广泛应用于地物分类、矿物

勘测、军事探测等领域，光谱高维性使其在这些领域表

现优异，但如何结合高维度光谱数据实现 HSI的精确

分类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

HSI的分类研究主要以传统方法和深度学习方法

为主。经典传统算法如支持向量机（SVM）［1］、字典学

习（K-SVD）［2］、亚 像 素 到 超 像 素 的 决 策 融 合（Sps-
Dc）［3］、多分支注意力（DBMAM）［4］，主要根据测试样

本和训练样本之间的光谱相似性来对图像进行分类。

经典传统算法在 HSI分类中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

HSI存在同谱异物和异物同谱的现象，所以仅根据光

谱相似性进一步提高分类精确度非常具有挑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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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积 神 经 网 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由于具有图像特征自动提取以及参数自我学习

更新等优点，在 HSI地物分类领域应用广泛。2017年
Lee等［5］使用多尺度卷积去探索 HSI的局部光谱空间

联系以增强网络表达能力。同年，Zhong等［6］使用 3D
卷积先后提取 HSI的空间和光谱信息，同时利用光谱

空间综合信息提升网络的分类精度。 2018年 Wang
等［7］在 Zhong等［6］的基础上添加密集连接结构，虽然

进一步增加了网络模型参数，但取得了更好的分类效

果。 2019年 Mughees等［8］使用深度置信网络去自适

应提取有效光谱特征信息，提升了分类的精度。2020
年 Chen等［9］使用 1D和 2D卷积来代替 3D卷积提取光

谱和空间特征，在保证精度的前提下加速训练过程。

2021年 Alotaibi等［10］和 Shi等［11］采用残差连接和带融

合的思想加深网络的深度和融合带信息以实现优良

的分类精度。综上，目前基于 CNN实现 HSI分类的

常用策略是使用多尺度手段进行特征融合和分阶段

提取光谱空间信息，将这两种常规架构引入 CNN作

为HSI分类的手段是有效的。

不同于其他 HSI分类网络分别考虑光谱和空间

信息，以及在单通道内使用多尺度手段，本文将并行

多尺度手段与光谱空间信息联合提取相结合，构成

一个端到端的多尺度特征融合残差（MFFI）模块，从

而实现 HSI的多尺度光谱空间特征提取，且由于该

模块具有端到端特性，可通过叠加该模块提升网络

深度，增强网络的深层特征提取能力，从而提高分类

精度。

2 基本原理

2. 1 MFFI网络

3D卷积可提取空间和光谱等信息，而多尺度能感

受不同的细节特征。将多尺度与 3D卷积思想相融合

构成一个端到端的MFFI模块，实现 HSI空间光谱综

合特征的提取。通过堆叠所提模块组成一个MFFI网
络，其网络结构如图 1所示。

首先，将待分类像素和以其为中心的周围像素组

成的 HSI像素块送入到 MFFI模块中。该模块由降

维、并行多尺度特征提取、特征融合以及残差连接 4种
手段组成，主要对 HSI数据进行光谱降维和多尺度的

光谱空间特征提取，实现冗余信息的消除和综合特征

的提取。

之后，将综合特征图送入最大池化层（maxpool）、

平坦层（flatten）转化成特征向量，最后使用 softmax分
类器对特征向量进行分类，其分类器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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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L为数组 y中的第 L个元素；j为当前神经元层

数；T为转置操作符；w为权重；l为神经元层数；f为神

经元值；m为分类问题中的类别数；exp (wT
j f l )为输入

的数组值；输出 yL 为每个样本的向量，其中向量值表

示样本对应类别的可能性，将最大值对应分类作为样

本最终分类标签。

该网络通过引入MFFI模块提取HSI光谱空间综

合特征，并在特征提取阶段就使用多尺度手段以整合

不同感受野上的特征，模块所提取的综合特征将更具

可辨识性。

2. 2 端到端的MFFI模块

在图 1结构中，MFFI模块是网络提取多尺度光谱

空间融合特征的关键，该模块主要由降维、多尺度特征

提取和残差特征融合 3个部分组成，如图 2所示。图 2
中，feature maps代表图像特征图，3D CONV代表 3D
卷积，RELU代表激活函数，ADD代表逐像素加法，

BN代表批归一化操作，residual connection代表残差

连接。

在降维部分，为避免多维度带来的信息冗余，使用

24个尺寸为（1，1，7）、步长为（1，1，2）的 3D卷积进行

输入图像的降维。该阶段采用的光谱维步长为 2，故
可将经此处理后的光谱维度降至输入的一半。采用下

采样卷积的降维方式，除可达到诸如主成分分析

（PCA）等传统方法类似的降维效果外，还能实现通道

信息的整合。

在多尺度特征提取部分，为实现同时提取多个尺

度上的光谱空间信息，将降维后图像输入并行多尺度

3D卷积层。其中 3D卷积的数量为 24，尺寸分别为（1，
1，1）、（3，3，3）、（5，5，5），均使用等尺寸（same）填充方

式。卷积层输出得到 3个尺度下的光谱空间综合特

征。其中，（1，1，1）卷积用于提取图像全局信息，而（3，
3，3）、（5，5，5）则能提供图像不同感受野下的局部信

息，三者互相补充。

在残差特征融合部分，将 3个尺度下的空间光谱

综合特征图作逐元素相加融合，并将降维后图像与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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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MFFI网络结构图

Fig. 1 Structure of MFFI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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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积 神 经 网 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由于具有图像特征自动提取以及参数自我学习

更新等优点，在 HSI地物分类领域应用广泛。2017年
Lee等［5］使用多尺度卷积去探索 HSI的局部光谱空间

联系以增强网络表达能力。同年，Zhong等［6］使用 3D
卷积先后提取 HSI的空间和光谱信息，同时利用光谱

空间综合信息提升网络的分类精度。 2018年 Wang
等［7］在 Zhong等［6］的基础上添加密集连接结构，虽然

进一步增加了网络模型参数，但取得了更好的分类效

果。 2019年 Mughees等［8］使用深度置信网络去自适

应提取有效光谱特征信息，提升了分类的精度。2020
年 Chen等［9］使用 1D和 2D卷积来代替 3D卷积提取光

谱和空间特征，在保证精度的前提下加速训练过程。

2021年 Alotaibi等［10］和 Shi等［11］采用残差连接和带融

合的思想加深网络的深度和融合带信息以实现优良

的分类精度。综上，目前基于 CNN实现 HSI分类的

常用策略是使用多尺度手段进行特征融合和分阶段

提取光谱空间信息，将这两种常规架构引入 CNN作

为HSI分类的手段是有效的。

不同于其他 HSI分类网络分别考虑光谱和空间

信息，以及在单通道内使用多尺度手段，本文将并行

多尺度手段与光谱空间信息联合提取相结合，构成

一个端到端的多尺度特征融合残差（MFFI）模块，从

而实现 HSI的多尺度光谱空间特征提取，且由于该

模块具有端到端特性，可通过叠加该模块提升网络

深度，增强网络的深层特征提取能力，从而提高分类

精度。

2 基本原理

2. 1 MFFI网络

3D卷积可提取空间和光谱等信息，而多尺度能感

受不同的细节特征。将多尺度与 3D卷积思想相融合

构成一个端到端的MFFI模块，实现 HSI空间光谱综

合特征的提取。通过堆叠所提模块组成一个MFFI网
络，其网络结构如图 1所示。

首先，将待分类像素和以其为中心的周围像素组

成的 HSI像素块送入到 MFFI模块中。该模块由降

维、并行多尺度特征提取、特征融合以及残差连接 4种
手段组成，主要对 HSI数据进行光谱降维和多尺度的

光谱空间特征提取，实现冗余信息的消除和综合特征

的提取。

之后，将综合特征图送入最大池化层（maxpool）、

平坦层（flatten）转化成特征向量，最后使用 softmax分
类器对特征向量进行分类，其分类器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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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L为数组 y中的第 L个元素；j为当前神经元层

数；T为转置操作符；w为权重；l为神经元层数；f为神

经元值；m为分类问题中的类别数；exp (wT
j f l )为输入

的数组值；输出 yL 为每个样本的向量，其中向量值表

示样本对应类别的可能性，将最大值对应分类作为样

本最终分类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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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特征，并在特征提取阶段就使用多尺度手段以整合

不同感受野上的特征，模块所提取的综合特征将更具

可辨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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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融合特征的关键，该模块主要由降维、多尺度特征

提取和残差特征融合 3个部分组成，如图 2所示。图 2
中，feature maps代表图像特征图，3D CONV代表 3D
卷积，RELU代表激活函数，ADD代表逐像素加法，

BN代表批归一化操作，residual connection代表残差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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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卷积的降维方式，除可达到诸如主成分分析

（PCA）等传统方法类似的降维效果外，还能实现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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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尺度特征提取部分，为实现同时提取多个尺

度上的光谱空间信息，将降维后图像输入并行多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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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卷积层输出得到 3个尺度下的光谱空间综合特

征。其中，（1，1，1）卷积用于提取图像全局信息，而（3，
3，3）、（5，5，5）则能提供图像不同感受野下的局部信

息，三者互相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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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MFFI网络结构图

Fig. 1 Structure of MFFI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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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特征图作残差连接，得到最终的光谱空间融合特

征图。

对比分别提取光谱、空间的特征和单一使用多尺

度提取特征，MFFI模块利用 3D卷积直接提取 HSI光
谱空间综合特征，并在提取过程中结合多尺度手段提

取HSI不同尺度下的细节特征。此架构的优势是同时

考虑空间与空间、光谱与光谱、空间与光谱的总体关

系，避免分阶段提取光谱和空间的特征时先后特征的

互相干扰，而在特征提取阶段使用多尺度手段则能保

证网络感知原始图像的各细节特征。

2. 3 多尺度 3D卷积

图 2中的 MFFI模块采用了多尺度 3D卷积结构

以提取不同尺度上的光谱空间信息。其中，3D卷积，

即卷积核（kernel），可在 3个维度上进行移动，常被用

于视频数据处理［12］、三维对象识别［13］和 HSI分类［14-16］。

将其与多尺度结构相结合，有利于提取多尺寸的 3D特

征，其基本原理如图 3所示。

由图 3可知，当输入一个 3D数据时，将其与 3D卷

积核进行卷积得到 3D输出特征图，可将其公式化［11］，

表示为

F l
j=∑i∈M F

l- 1
i ·k lij+ blj，i= 1，2，⋯，p，j= 1，2，⋯，q，

（2）
式中：i为第 i个神经元；M为总神经元数；F l

j 为第 l层
卷积层的输出特征图；F l- 1

i 为 l- 1层的输出特征

图；k lij 为卷积层的 3D滤波器；blj 为 j层输出特征图的

偏置量；p为输入特征图的数量；q为输出特征图的

数量。

2. 4 残差连接

在图 2多尺度特征提取部分，引入了残差连接。

残差网络（resnet）是 2016年由 He等［17］提出的网络架

构，该网络有效缓解了网络层数加深时梯度消失的问

题，使网络能学习到更深层次的特征，其结构如图 4
所示。

图 4中，xl、xl+ 1表示 l与 l+ 1层的特征图。残差

结构［17］可以表示为

xl+ 1 = f ( xl )+ xl， （3）
式中，f为卷积操作。在残差连接中，输入图会在一系

列卷积、归一化等操作后与其本身相加融合。残差连

图 2 MFFI模块

Fig. 2 MFFI block

图 3 3D卷积

Fig. 3 3D convolution

图 4 基本残差结构

Fig. 4 Basic residual structure

接的优点是在原神经网络结构的基础上，添加跨层跳

转连接，形成残差元（identity block），使网络具有包含

大量浅层网络特征的可能性。在数学层面上，神经网

络的反向传播是一个链式求导的过程，而残差连接会

使反向传播从连乘变成连加，从而有效缓解梯度消失

的问题。

假设从全连接层的 l+ 1层到 l层反向传播，公式

表示为

∂j
∂zl
= ∂j
∂zl+ 1

zl+ 1

∂zl
= ∂j
zl+ 1

σ '( zl) (wl) T， （4）

式中：
∂j
∂zl

为对 l层的网络参数求偏导；z为神经元；σ '为

求偏导。由于残差连接增加了一项 ∂zl，所以通过反向

求导公式可以求得有残差连接时的公式，表示为

∂j
∂zl
= ∂j
∂zl+ 1

zl+ 1

∂zl
= ∂j
zl+ 1

σ '( zl) (wl+ 1) T。 （5）

在增加残差连接后，权重值 wl额外增加 1，而在网

络加深到一定程度时，权重值会变得非常小，所以额外

加 1可以提升梯度从而避免梯度消失，达到使网络模

型更容易训练的效果。

3 分析与讨论

3. 1 实验数据

实 验 使 用 Salinas（SA）、Indian Pines（IN）和

University of Pavia（UP）3种传统高光谱数据集作为测

试对象。UP数据集于 2001年在帕维尔大学采集（使

用光学成像光谱仪），其中包含树（Trees）、柏油路

（Asphalt）、草地（Meadows）等 9种城市土地覆盖类型，

其空间分辨率为 610 pixel×340 pixel，有效波段数为

103个，范围从 430 nm到 860 nm。IN数据集在印第安

纳州西北部采集（使用红外成像光谱仪），其中包括由

谷物（Corn）、燕麦（Oats）、森林（Woods）等 16种植被

类别，其空间分辨率为 145 pixel×145 pixel，有效波段

数为 200个，范围从 400 nm到 2500 nm。SA数据集利

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萨利纳斯山谷上方的机载可见

光/红外成像光谱仪（AVIRIS）采集，由芹菜（Celery）、

耕地（Fallow）、残茎（Stubble）等 16种地物覆盖构成，

其空间分辨率为 512 pixel×217 pixel，有效波段数为

204个。实验测试硬件配置为 Intel（R）CoreTM i5-3470
处 理 器 和 Tesla K40c 12GB 显 存 显 卡 ，代 码 基 于

TensorFlow深度学习框架开发。其中 UP和 SA使用

10%样本训练，IN使用 20%样本进行训练；学习率设

置为 0. 0003；衡量分类精度的指标使用 OA、AA、K，

其中OA是对分类结果精度的总体评价，AA是所有分

类精度的平均值，K反映分类结果与真实结果之间的

吻合程度。

3. 2 分类结果

为验证网络分类有效性，在 3种不同地物类型数

据集上进行分类测试，表 1为在 IN、UP、SA的网络分

类结果。

由表 1可知，所提网络架构可以有效提取HSI数据

集的特征并加以分类，而且对不同地物类型的 HSI数
据具有精准性，所取得各项精度均能达到 99. 5%以上。

3. 3 网络参数分析

为测试MFFI层数对网络分类精度的影响，依次

验证不同MFFI层数下网络在各数据集上的表现，如

表 2所示。

由表 2可知，网络层数的增加可在一定程度上提

升各项分类精确度。网络在经过 3层MFFI模块后已

经可以较好地提取数据集的深层特征，进一步加深网

络只会增加训练时间。综合考虑训练时间和分类精

度，本网络选择配置 4层MFFI模块。

除网络深度外，输入HSI的块大小也是影响网络分

类的重要因素。输入块增大，所包含的光谱空间信息会

增加，信息的冗余度也会上升。为平衡两者关系对块尺

寸进行对照测试，精度对比如表 3所示（N为光谱通道

数，s·epoch−1为每个训练迭代所需时间）。

表 1 3种数据集分类结果

Table1 Classification results of three datasets

表 2 叠加不同层模块数据集的平均精度

Table 2 Average accuracy of three datasets with different
number of blocks

表 3 不同输入块大小数据集的平均精度以及训练时间

Table 3 Average accuracy and average training time of three datasets with different input siz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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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的优点是在原神经网络结构的基础上，添加跨层跳

转连接，形成残差元（identity block），使网络具有包含

大量浅层网络特征的可能性。在数学层面上，神经网

络的反向传播是一个链式求导的过程，而残差连接会

使反向传播从连乘变成连加，从而有效缓解梯度消失

的问题。

假设从全连接层的 l+ 1层到 l层反向传播，公式

表示为

∂j
∂zl
= ∂j
∂zl+ 1

zl+ 1

∂zl
= ∂j
zl+ 1

σ '( zl) (wl) T， （4）

式中：
∂j
∂zl

为对 l层的网络参数求偏导；z为神经元；σ '为

求偏导。由于残差连接增加了一项 ∂zl，所以通过反向

求导公式可以求得有残差连接时的公式，表示为

∂j
∂zl
= ∂j
∂zl+ 1

zl+ 1

∂zl
= ∂j
zl+ 1

σ '( zl) (wl+ 1) T。 （5）

在增加残差连接后，权重值 wl额外增加 1，而在网

络加深到一定程度时，权重值会变得非常小，所以额外

加 1可以提升梯度从而避免梯度消失，达到使网络模

型更容易训练的效果。

3 分析与讨论

3. 1 实验数据

实 验 使 用 Salinas（SA）、Indian Pines（IN）和

University of Pavia（UP）3种传统高光谱数据集作为测

试对象。UP数据集于 2001年在帕维尔大学采集（使

用光学成像光谱仪），其中包含树（Trees）、柏油路

（Asphalt）、草地（Meadows）等 9种城市土地覆盖类型，

其空间分辨率为 610 pixel×340 pixel，有效波段数为

103个，范围从 430 nm到 860 nm。IN数据集在印第安

纳州西北部采集（使用红外成像光谱仪），其中包括由

谷物（Corn）、燕麦（Oats）、森林（Woods）等 16种植被

类别，其空间分辨率为 145 pixel×145 pixel，有效波段

数为 200个，范围从 400 nm到 2500 nm。SA数据集利

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萨利纳斯山谷上方的机载可见

光/红外成像光谱仪（AVIRIS）采集，由芹菜（Celery）、

耕地（Fallow）、残茎（Stubble）等 16种地物覆盖构成，

其空间分辨率为 512 pixel×217 pixel，有效波段数为

204个。实验测试硬件配置为 Intel（R）CoreTM i5-3470
处 理 器 和 Tesla K40c 12GB 显 存 显 卡 ，代 码 基 于

TensorFlow深度学习框架开发。其中 UP和 SA使用

10%样本训练，IN使用 20%样本进行训练；学习率设

置为 0. 0003；衡量分类精度的指标使用 OA、AA、K，

其中OA是对分类结果精度的总体评价，AA是所有分

类精度的平均值，K反映分类结果与真实结果之间的

吻合程度。

3. 2 分类结果

为验证网络分类有效性，在 3种不同地物类型数

据集上进行分类测试，表 1为在 IN、UP、SA的网络分

类结果。

由表 1可知，所提网络架构可以有效提取HSI数据

集的特征并加以分类，而且对不同地物类型的 HSI数
据具有精准性，所取得各项精度均能达到 99. 5%以上。

3. 3 网络参数分析

为测试MFFI层数对网络分类精度的影响，依次

验证不同MFFI层数下网络在各数据集上的表现，如

表 2所示。

由表 2可知，网络层数的增加可在一定程度上提

升各项分类精确度。网络在经过 3层MFFI模块后已

经可以较好地提取数据集的深层特征，进一步加深网

络只会增加训练时间。综合考虑训练时间和分类精

度，本网络选择配置 4层MFFI模块。

除网络深度外，输入HSI的块大小也是影响网络分

类的重要因素。输入块增大，所包含的光谱空间信息会

增加，信息的冗余度也会上升。为平衡两者关系对块尺

寸进行对照测试，精度对比如表 3所示（N为光谱通道

数，s·epoch−1为每个训练迭代所需时间）。

表 1 3种数据集分类结果

Table1 Classification results of three datasets

Dataset
IN
UP
SA

OA /%
99. 60
99. 85
99. 95

AA /%
99. 55
99. 80
99. 89

K
0. 9955
0. 9980
0. 9995

表 2 叠加不同层模块数据集的平均精度

Table 2 Average accuracy of three datasets with different
number of blocks

MFFI number
One MFFI
Two MFFIs
Three MFFIs
Four MFFIs
Five MFFIs

OA /%
98. 88
98. 42
99. 61
99. 64
99. 59

AA /%
99. 11
96. 85
99. 71
99. 64
99. 58

K
0. 9869
0. 9821
0. 9955
0. 9958
0. 9959

表 3 不同输入块大小数据集的平均精度以及训练时间

Table 3 Average accuracy and average training time of three datasets with different input sizes

Input size
7×7×N
9×9×N
11×11×N
13×13×N

OA /%
99. 64
99. 75
99. 77
99. 78

AA /%
99. 64
99. 74
99. 75
99. 69

K
0. 9958
0. 9971
0. 9973
0. 9974

Training time /（s·epoch-1）
43
56
71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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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可知，随着网络输入块的增大，网络的分类

精度提高、训练时间延长。为达到较为平衡的网络性

能，对不同块大小下网络的分类精度以及训练时间进

行对比分析。可以看出，网络在输入块尺寸为 11×
11×N时，在精度与训练时间两者间有较好的折中。

相较于 9×9×N，其训练精度提高 0. 02个百分点，每

epoch训练时间仅增加 15 s；而当尺寸增加到 13×13×
N时，在精度仅提高 0. 01个百分点情况下，却需多付

出 61 s·epoch−1的训练代价。因此，选择 11×11×N的

输入块大小对网络性能进行测试。

3. 4 方法比较

为验证所提网络的有效性，将所提MFFI网络与传

统的 SVM［1］及经典的深度学习网络模型——光谱空间

残差网络（SSRN）［4］、堆叠自动编码网络（SAE）［18］、3D
卷积神经网络（3D CNN）［19］——进行对比。在 IN、UP、
SA数据集获得的测试结果如表 4~表 6所示。

从表 4~表 6可以看出，本文所提出的网络模型

无论是在分类城市地物方面，还是分类自然地物方

面，与其他算法相比均能达到较好的分类效果。其

中传统 SVM分类算法所需训练时间最短，但不能获

得较高精度的分类结果。对于经典的 SAE 和 3D
CNN算法而言，虽然其运算时间相较 SVM 有一定

增加，但在各数据集的分类精度均有明显提高。不

同于 SAE 和 3D CNN 这两种通用图像分类网络，

SSRN针对 HSI分类而提出，故网络取得了高精度

的 分 类 结 果 ，但 所 需 训 练 时 间 大 幅 增 加 。 对 比

SSRN，本文所提网络精确度提高，训练时间也显著

减少。

图 5~图 7为在 IN、SA、UP数据集中不同算法下

分类的实际效果。可以看出所提网络分类图与其他网

络相比分类更加精确。在 IN分类图上各分类区域类

别块更加平滑且噪点少；在 SA分类图上各分类区域

内部基本无错误分类空洞；在 UP数据集上各分类区

域内的噪点减少，基本与标签图一致。

表 4 IN数据集上各网络精确度以及训练时间对比

Table 4 Classification result and training time of different networks on IN dataset

Results
OA /%
AA /%
K

Training time /（s·epoch-1）

SVM
81. 67
79. 84
0. 7876
6

SAE
92. 99
89. 76
0. 9218
20

3D CNN
97. 08
95. 09
0. 9674
34

SSRN
99. 19
98. 93
0. 9907
92. 8

Proposed
99. 61
99. 55
0. 9955
41

表 5 UP数据集上各网络精确度以及训练时间对比

Table 5 Classification result and training time of different networks on UP dataset

Results
OA /%
AA /%
K

Training time /（s·epoch-1）

SVM
90. 08
92. 99
0. 8721
4

SAE
86. 10
76. 09
0. 8109
25

3D CNN
98. 85
98. 40
0. 9847
38

SSRN
99. 79
99. 66
0. 9972
61. 2

Proposed
99. 82
99. 79
0. 9976
50

表 6 SA数据集上各网络精确度以及训练时间对比

Table 6 Classification result and training time of different networks on SA dataset

Results
OA /%
AA /%
K

Training time /（s·epoch-1）

SVM
88. 16
93. 29
0. 8680
6

SAE
92. 01
96. 56
0. 9110
46

3D CNN
94. 19
95. 65
0. 9353
72

SSRN
99. 46
99. 77
0. 9940
302

Proposed
99. 95
99. 89
0. 9995
132

图 5 IN数据集上的分类结果。（a）样本影像；（b）真实标签；（c）SVM分类结果；（d）3D CNN分类结果；（e）SSRN分类结果；

（f）所提网络分类结果

Fig. 5 Classification maps for IN dataset. (a) Picture of samples; (b) ground-truth label; (c) classification map of SVM;
(d) classification map of 3D CNN; (e) classification map of SSRN; (f) classification map of proposed network

4 结 论

HSI拥有丰富的空间和光谱信息，充分结合两种

信息是提升网络分类精度的关键。为实现 HSI光谱

空间综合信息的充分利用，所提MFFI模块在特征提

取阶段同时考虑光谱和空间的特征关系，还结合多

尺度手段提升网络的感受野。结果表明，基于MFFI
模块的网络架构对 HSI数据集的综合特征把握更加

准确。所提网络在 3个不同地物类型数据集上各项

平均准确率均能达到 99. 5%以上，能很好地提取不

同地物类型数据集的特征，且具有较高的分类精度。

综上，所提网络可有效提取 HSI的多尺度光谱空间

联合特征，且其端到端特性，使其可通过叠加模块加

深网络深度，增强网络的深层特征提取能力，从而取

得高精度的分类结果。后续研究考虑在网络中引入

注意力机制以实现有效特征的高效提取，从而提升

训练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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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6 Classification maps for SA dataset. (a) Picture of samples; (b) ground-truth label; (c) classification map of S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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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classification map of 3D CNN; (e) classification map of SSRN; (f) classification map of proposed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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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HSI拥有丰富的空间和光谱信息，充分结合两种

信息是提升网络分类精度的关键。为实现 HSI光谱

空间综合信息的充分利用，所提MFFI模块在特征提

取阶段同时考虑光谱和空间的特征关系，还结合多

尺度手段提升网络的感受野。结果表明，基于MFFI
模块的网络架构对 HSI数据集的综合特征把握更加

准确。所提网络在 3个不同地物类型数据集上各项

平均准确率均能达到 99. 5%以上，能很好地提取不

同地物类型数据集的特征，且具有较高的分类精度。

综上，所提网络可有效提取 HSI的多尺度光谱空间

联合特征，且其端到端特性，使其可通过叠加模块加

深网络深度，增强网络的深层特征提取能力，从而取

得高精度的分类结果。后续研究考虑在网络中引入

注意力机制以实现有效特征的高效提取，从而提升

训练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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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classification map of 3D CNN; (e) classification map of SSRN; (f) classification map of proposed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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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所提网络分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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