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８卷　第８期 光　学　学　报 Vol．３８,No．８
２０１８年８月 ACTAOPTICASINICA August,２０１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Ｇ０１Ｇ２９;修回日期:２０１８Ｇ０３Ｇ０９;录用日期:２０１８Ｇ０４Ｇ０２
基金项目:吉林省科技厅重点科技攻关项目(２０１７０２０４０３４SF)、吉林省重点科技研发项目(２０１８０２０１１０９GX)

　 ∗EＧmail:skybelongtous＠foxmail．com

三维卷积神经网络模型联合条件随机场优化的
高光谱遥感影像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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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光谱遥感影像分类通常基于地物光谱特征,但影像中同时还存在丰富的空间信息.空间信息的有效利用

能显著提高图像分类效果.因其具有的特殊结构,卷积神经网络(CNN)已成功地应用在图像分类领域,对二维图

像分类具有很好的效果.如何通过深度学习并结合空间光谱信息来提高分类性能是一个关键问题.结合高光谱

影像中的空间特征与光谱信息,提出一种适合于高光谱像素级分类的深度学习三维卷积神经网络模型(３DＧCNN),

并在初始分类的基础上利用多标签条件随机场进行优化.选取三个通用公开高光谱数据集(IndianPines数据集、

PaviaUniversity数据集、PaviaCenter数据集)进行测试,结果表明分类优化后精度得到很大提升,总体精度可达

９８％,Kappa系数达到９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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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yperspectralremotesensingimageclassificationisusuallybasedonthespectralfeaturesofobjects but
thereareplentyofspatialinformationsintheimages敭Theeffectiveuseofspatialinformationcansignificantly
improvetheimageclassificationeffect敭Becauseofthespecialstructureofconvolutionneuralnetwork CNN  CNN
hasbeensuccessfullyappliedinthefieldofimageclassification andhasagoodeffectontheclassificationoftwoＧ
dimensionalimages敭HowtoimproveclassificationperformancethroughdeeplearningcombinedwithspatialＧ
spectralinformationisakeypoint敭Combiningthespatialfeaturesandspectralinformationofhyperspectralimages 
wehavedevelopedathreeＧdimensionalconvolutionneuralnetwork model ３DＧCNN forhyperspectralpixel
classification andthemultilabelsconditionalrandomfieldisoptimizedonthebasisoftheinitialclassification敭
Threegeneralopenhyperspectraldatasets IndianPinesdataset PaviaUniversitydataset PaviaCenterdataset are
selectedfortesting敭Experimentsshowthattheaccuracyisgreatlyimprovedaftertheclassification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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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随着空间信息科学和传感器技术的迅猛发展,
高光谱、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等空间数据不断涌现,遥
感大数据时代已来临[１Ｇ２].高光谱遥感是指在可见

光、近红外、中红外和热红外波段范围内,获得很多

窄的连续的光谱影像数据的技术.在获取遥感影像

时,不仅保留了地物的空间信息,而且保留了对应地

物的光谱信息.高光谱影像分类是遥感图像处理技

术中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遥感图像场景理解的关

键[３Ｇ４].目前,高光谱遥感已广泛地应用到军事、农
业[５]、森林、海洋、地质、生态[６]等相关领域.

传统的高光谱影像分类方法通常基于光谱信

息,利用基于距离度量的分类器,如K邻近算法[７]

或最大似然法[８]等.对于波段数量巨大的高光谱

数据来说,这些方法需要依赖大量样本去训练,时
间成本很大.研究表明,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计
算机视觉和模式识别理论与方法已成为高光谱遥

感影像分类的重要技术手段[４].条件随机算法作

为图像处理中流行的能量优化算法,在计算机视

觉领 域 的 图 像 分 割、立 体 视 觉、密 集 匹 配 等 方

向[９Ｇ１０]得到普遍应用,也有学者[１１]通过分布式学

习策略和平均场完成半监督条件随机场(CRF)的
训练和推断.此类方法将图像分割与图的最小割

问题相关联,从图像分割角度出发完成非监督分

类.针对影像特征维数高、样本量少的特点,传统

方法通过波段选择和特征提取进行主成分分析

(PCA)降维处理,将原始数据压缩到低维空间.
近年来出现了三种新的解决方案:一是适用于小

样本、高维特征的分类器,如支持向量机(SVM)分
类器[１２];二是半监督分类[１３],即将半监督学习引

入到遥感影像分类中,在已知类别标记的训练样

本不足的情况下,将未知类别的样本引入训练过

程;三是字典学习,即受矢量量化思想启发,利用

稀疏表示模型,将高光谱的每个光谱向量表示为

字典中训练样本的稀疏线性组合,再将其应用于

高光谱图像的分类[１４Ｇ１５].
深度学习的再度崛起给图像分类带来新的机

遇,已在图像分类中有了一定应用.从一开始的卷

积神 经 网 络(CNN)LeNet,到 后 来 的 AlexNet、

GoogleNet深度神经网络模型,使深度强化学习已

成为人工智能的热点.Zhao等[１６]利用深度学习多

尺度二维CNN(２DＧCNN)对高光谱遥感影像进行

深度表达并融合多波段光谱信息进行分类,但需要

设计不同的特征提取尺度,对于不同形状类型目标

地物可能会使特征区混淆.２０１６年,刘大伟等[１７]利

用深度学习的常用模型———深度信念网络对高分辨

率影像进行分类,相比传统的SVM 方法更能够提

高分类的准确度.Mou等[１８]提出了一种利用递归

神经网络(RNN)对高光谱影像分类的方法,展示了

深度递归网络在未来遥感影像分类中的巨大潜力.
与RNN 相比,２DＧCNN 最显著的优点是提供了

一种直接从原始输入图像提取特征的方法.然而,
直接将２DＧCNN应用于高光谱图像,需要对网络中

每个二维输入进行卷积,每一个光谱波段都有一组

需学习的卷积核.Mei等[１９]发现,大量的参数在训

练过程中可能会带来模型过拟合问题,造成模型泛

化能力不足.
为同时利用高光谱影像丰富的光谱信息和空间

信息,本文提出一种适合于高光谱像素级分类的深

度学习模型:三维CNN(３DＧCNN)模型联合多标签

条件随机场分类优化模型(３DＧCNNＧCRF).３DＧ
CNN可同时对目标像素的空间领域像素与波段进

行三维卷积.在分类结束后,利用３DＧCNN得到每

个像素所属类别的概率,结合多标签条件随机场完

成全局优化,最终使得像素类内间隔最小,类外间隔

最大,得到高光谱像素分类标签在空间上局部连续

全局最优.为验证算法的有效性,在公共高光谱数

据集(IndianPines数据集、PaviaUniversity数据

集、PaviaCenter数据集)上进行实验验证,统计分

类后每类的准确率、总体精度以及Kappa系数.另

外,将此方法与Zhan等[２０]提出的LDMＧFL(large
margindistributionmachineandfeaturelearning)
方法、Hu等[２１]改进的 CNN 方法(pCNN∗)以及

２DＧCNN方法进行纵向与横向比较,通过实验精度

评价算法的分类性能.

２　实验方法

实验方法流程图如图１所示.在训练过程中,
首先从高光谱影像中构建空间Ｇ光谱训练数据集,然
后基于３DＧCNN模型进行深度空间Ｇ光谱特征提取,
最后通过Softmax逻辑回归分类进行像素级分类.
在测试过程中,首先提取每个像元的空间Ｇ光谱立方

体,然后根据先前训练的模型权重对未知影像像元

进行 深 度 空 间Ｇ光 谱 特 征 构 建,并 通 过 先 前 的

Softmax分类器进行预测,得到每个像素所属类别

的概率,最后结合多标签条件随机场完成高光谱影

像分类优化.

０８２８００１Ｇ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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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实验方法流程图

Fig．１ Flowchartofexperimentalmethod

２．１　３DＧCNN构建

２DＧCNN是一种典型的神经网络结构,其权值

共享结构可有效降低网络模型的复杂度和权值数

量,在网络输入端是多维图像时其优势明显,使图像

可直接作为网络输入,避免了传统识别算法中复杂

的特征提取和数据重建过程.
图２为基于空间Ｇ光谱３DＧCNN模型的高光谱影

像分类架构,与２DＧCNN不同的是在进行三维卷积处

理时,由于网络输入端为三维数据,计算神经网络第i

层第j个特征图在 (x,y,z)点值hxyz
i,j 的计算公式为

hxyz
i,j ＝f bi,j＋∑

m
∑
Pi－１

p＝０
∑
Qi－１

q＝０
∑
Ti－１

t＝０
Wp,q,t

i,j,mh(x＋p)(y＋q)(z＋t)
i－１,m[ ] ,

(１)
式中:m 表示第i－１层中与当前特征图相连的特征

图;Pi 与Qi 表示卷积核的长度和宽度;Ti 表示卷

积核在光谱维度上的尺寸;Wp,q,t
i,j,m 代表与(p,q,t)

相连的第m 个特征图的连接权值;bi,j表示第i层

第j个特征图的偏置.

图２ 基于空间Ｇ光谱３DＧCNN模型的高光谱影像分类架构

Fig．２ HyperspectralimageclassificationframeworkbasedonspatialＧspectral３DＧCNNmodel

　　基于空间Ｇ光谱信息的３DＧCNN模型结构分类

过程如下:

１)空间Ｇ光谱数据构建:以每个目标像元为中

心,提取大小为 M×M×B 的空间Ｇ光谱立方体及

其标签l作为本研究的训练样本.选取训练样本的

原则为按比例随机抽取每类像元.M×M 为空间

０８２８００１Ｇ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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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域大小,在深度学习中也被称为空间感受野;B 为

波段数目.

２)３DＧCNN特征提取:整个网络包括两个卷积

层、两个最大池化层以及两个全连接层.首先,将步

骤１)提取的维度大小为M×M×B 的空间Ｇ光谱立

方体作为网络输入.第一个３D卷积层C１包含４个

三维卷积核,每个卷积核大小为(Kl
p×Kl

q×Kl
t),

卷积步长为(sl
p×sl

q×sl
t).经过第一次卷积过后

得到４个 三 维 卷 积 核 大 小 为
M－K１

p

sl
p

＋１
æ

è
ç

ö

ø
÷ ×

M－K１
q

sl
q

＋１
æ

è
ç

ö

ø
÷×

B－K１
t

sl
t
＋１

æ

è
ç

ö

ø
÷ 的空间立方体数据.

其次进行三维最大池化层 M２操作.由于局部视野

的特征具有统计性,可通过最大池化得到最具代表

性的特征.然后再进行第二个三维卷积和三维池

化,可以有效地减少空间立方体的数据冗余,从而优

化最后全连接层中的参数.最后连接两个全连接层

F５与F６进行特征空间变换,将三维空间特征向量

变换成１×２００维向量,即３DＧCNN算法所获取深

度空间Ｇ光谱特征F.

３)基于Softmax逻辑回归分类:Softmax分类

器可被看作是一个单层的神经网络[１６],目的是找到

每个类别的最佳特征组合.将得到的深度空间Ｇ光
谱特征向量进行回归分类,即每个像元pi 属于类别

l的概率为

P(yi＝l|Fi;θ)＝
exp(θT

lFi)

∑
k

j＝１
exp(θT

jFi)
, (２)

min
{W,b;θ}

J(W,b;θ)＝－
１
N ∑

N

i＝１
∑
L

l＝１
sign(yi＝l)×

　
　{

　
　
lg[P(yi＝l|Fi;θ)]}, (３)

式中:Fi 为第i个像元的深度空间Ｇ光谱特征;yi 为

第i个像元的类别标签;θ为一个大小为k×(n＋１)
的参数矩阵,L 为类别个数(同下文标签集合),n 为

像元个数.在深度训练过程中,基于交叉熵构造目

标函数,并利用最优梯度下降算法[２２]最小化３DＧ
CNN的损失函数,如(３)式所示,以实现参数W、b、

θ的学习.分类结束后,将得到每个像元所属的标

签l以及概率P(l|pi).

２．２　多标签条件随机场优化

利用空间与光谱信息结合的深度学习端对端模

型进行分类后,得到了影像中每个像元所属的类别,
但由于遥感影像地物中的“空间同质性与异质性”问

题,像元错分现象仍不可避免.因此,将３DＧCNN
模型分类概率与地理空间相结合,提出多标签条件

随机场算法,对分类结果进行全局优化.
定义一个无向图结构G＝(V,E)来组织高光

谱影像像元,V 为像元节点,E 为一个节点与邻近节

点之间的边集合,可通过K 邻近(KNN)算法求得.
从标签集合L＝{l１,l２,,ln}中对每一个像元pi

分配标签l.将条件随机场算法模型构建在之前的

无向图中,目标是在全局节点V 的标签l∗中找到最

大后验概率(MAP),它等价于:

l∗ ＝argmin
l∈Ln

Q(l), (４)

式中:Q()表示能量函数.
通过３DＧCNN得到每个像元的初始分类概率,

采用邻近空间一致性进行多标签条件随机场构建,
获得一个全局性分类结果的优化,可高效利用αＧβ
swap算法[２３Ｇ２４]来解决多标签能量目标函数:

Q(L|V)＝∑
i∈V

Di(li)＋λ ∑
(i,j)∈E

Vij(li,lj),

(５)

Di(li)＝－lnP(li|pi), (６)
式中:λ为空间光滑系数;Di 为数据项,li 为第i个

像元所属的类,Di(li)可以被写成如(６)式所示的对

数形式;P (li|pi)为标签li 的概率;Vij(li,lj)为
空间平滑项.P (li|pi)由３DＧCNN分类框架逻辑

回归得到,希望像元pi 属于标签li 的概率是最大

的,在这种情况下能量是最小的;Vij(li,lj)是像元

pi 与像元pj 的传播被限制在一个k 邻域系统内,
构成一个N×N 的稀疏矩阵,其中 N 为像元的数

量,如图３所示.根据KNN计算出每个像元的４个

邻近像元生成一个稀疏矩阵,矩阵中的代价值为１,
代表该两个像元节点是邻近关系.

Vij(li,lj)＝
０, li＝lj

wij１,li ≠lj
{ , (７)

λ＝exp －
dij

σ
æ

è
ç

ö

ø
÷

２
é

ë
êê

ù

û
úú , (８)

式中:wij为邻近两像元的空间反距离权重;dij为两

个点的欧氏距离;σ为所有邻近距离的期望.(７)式
对成对的潜在项Vij惩罚使得邻近像元pi 与pj 避

免空间标签的不连续(li≠lj).为了优化计算,当k
取小于像元扩展摩尔邻域个数时(即k≤２４),每个

邻近点的距离与期望距离近似相等,即dij

σ ≈１,即空

间光滑系数λ≈e－１(e为自然常数).
如图３所示,蓝色像元和绿色像元分别表示两

０８２８００１Ｇ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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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不同的地理空间,３、４、６、７像元为结点８的４个

邻近像元;m＋１,m ＋２,m ＋３,m ＋７为m 像元

的４个邻近像元.生成 N×N 的稀疏矩阵作为

E(L|V)能量函数的平滑项.利用图的最小割实现

算法收敛和能量递减,解决了像元空间上的分类混

淆,得到的分类标签在空间上局部连续全局最优.

图３ 高光谱像元邻接稀疏矩阵示意图.(a)像元邻接稀疏矩阵;(b)图像４邻域模型(K＝４);(c)图像８邻域模型(K＝８)

Fig．３ Illustrationofhyperspectralpixeladjacentsparsematrix敭 a Pixeladjacentsparsematrix 

 b imagefourＧneighbormodel K＝４   c imageeightＧneighbormodel K＝８ 

３　实验与分析

为验证算法的有效性,选取公共高光谱数据集

(IndianPine数据集、PaviaUniversity数据集以及

PaviaCenter数据集)对算法进行测试,将本文提出

的３DＧCNNＧCRF算法与 LDMＧFL[１７]算法及改进

CNN[１８]算法进行纵向比较,并将３DＧCNNＧCRF算

法与２DＧCNN及３DＧCNN算法进行横向比较,利用

类别精度(CA)、总体精度(OA)和Kappa系数[３]作

为算法精度评价指标.以PaviaCenter数据集为

例,分析不同光谱维度的选取对地物目标分类精度

的影响.

３．１　数据集

公 共 高 光 谱 数 据 集 Indian Pines、Pavia
University以及 PaviaCenter(http://www．ehu．
eus/ccwintco/index．php? title＝ Hyperspectral_

Remote_Sensing_Scenes)具体细节如下:

１)IndianPines数据集:大小为１４５pixel×
１４５pixel,拥有２２０个波段.该数据集是１９９２年由

机载可见光/红外成像光谱仪(AVIRIS)在美国印第

安纳州的一个农场拍摄的航空遥感数据,光谱范围

为４００~２５００nm,光谱分辨率为１０nm.该场景包

含１６种地物类型,具有比较规则的几何形状,根据

土壤湿度不同和耕种情况可细分为多种类别.

２)PaviaUniversity数据集:大小为６１０pixel×
３４０pixel,拥有１０３个波段.该数据集通过反射式

成像光谱仪(ROSIS)在Pavia大学拍摄.该数据集

的光谱范围为４３０~８６０nm,空间分辨率为１．３m.
该场景 主 要 是 校 园 建 筑 和 环 境,包 含９种 地 物

类型.

３)PaviaCenter数据集:大小为１０９６pixel×
７１５pixel,拥有１０２个波段.该数据集拍摄于一个

密集的城市场景,并涵盖广泛地物类别.该数据集

光谱范围为４３０~８６０nm,空间分辨率为１．３m,包
含９种地物类型.

３．２　参数设置

本文算法的参数主要为３DＧCNN网络配置参

数以及多标签条件随机场空间邻域数量k.表１中

kc１为第一个卷积层卷积核的大小;sc１为第一个卷积

层的卷积步长;pc１为第一个池化层大小;kc２为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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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卷积层卷积核大小;sc２为第二个卷积层的卷积步

长;pc２为第二个池化层大小;fc１为第一个全连接层

隐藏单元大小;fc２为第二个全连接层的隐藏单元大

小;lr为学习速率大小;kcrf为多标签条件随机场中

邻近像元数目;λcrf为多标签条件随机场空间平滑项

系数.LDMＧFL算法的参数中,降维参数kLDM＝
４０,LDM 分类器参数分别为λ１_LDM＝１．２５×１０５,

λ２_LDM＝５×１０４,惩罚参数CLDM＝１×１０６.
表１　不同算法相关参数设置

Table１　Relatedparametersettingsofdifferentalgorithms

Algorithm
Parameter

kc１ sc１ pc１ kc２ sc２ pc２ fc１ fc２ lr kcrf λcrf

２DＧCNN ３×３ [１,１] ２×２ ３×３ [１,２] ２×２ ４００ ２００ ０．００５ － －
３DＧCNN ３×３×６ [１,１,４] ３×３×３ ３×３×６ [１,１,２] ３×３×３ ４００ ２００ ０．００５ － －

３DＧCNNＧCRF ３×３×６ [１,１,４] ３×３×３ ３×３×６ [１,１,２] ３×３×３ ４００ ２００ ０．００５ ８ ０．３７５

３．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３．３．１　IndianPines数据集实验结果分析

在该数据集下,算法随机选取５％的真值样本

像元作为训练集,其余９５％的样本像元作为测试样

本.测试结果如图４所示.
从图４的分类可视化效果与表２的精度定量分

析可以看出,３DＧCNNＧCRF算法优势明显.虽然

LDMＧFL算法在高光谱遥感影像分类中总体精度

高达９４．６％,但 仍 无 法 避 免 分 类 混 淆 现 象,从
图４(c)中可以看出类C１１与类C１０出现了分类混

淆,C１０类别精度仅为８７．６０％.从图４(d)中可以

看出,２DＧCNN算法的分类效果虽然相比LDMＧFL
算法有所改善,但总体来看地物依然出现类似“椒盐

噪声”的分类混淆.从图４(e)中可以看出,３DＧ
CNNＧCRF算法充分结合高光谱数据中丰富的空间

和光谱信息,总体分类精度可达９４．８％,并且联合多

标签条件随机场对分类结果的全局优化效果明显,
分类混淆现象在后验概率及空间邻近的约束下得到

了很好地优化,如图４(f)所示,总体精度最终高达

９８．１８％,优于其他同类算法.

图４ IndianPines数据集不同算法的分类效果对比(１６类).(a)伪彩色图;(b)真值图;(c)LDMＧFL;(d)２DＧCNN;
(e)３DＧCNN;(f)３DＧCNNＧCRF

Fig．４ ClassificationresultscomparisonofdifferentalgorithmsonIndianPinesdataset １６categories 敭 a Pseudcolor
image  b trueimage  c LDMＧFL  d ２DＧCNN  e ３DＧCNN  f ３DＧCNNＧCRF

３．３．２　PaviaUniversity数据集实验结果分析

在该数据集下,算法同样随机选取５％的真值

样本像元作为训练集,其余９５％的样本像元作为测

试样本.测试结果如图５所示.

LDMＧFL算法对于细长型沥青路面(C１)分类

效果不好,如图５(c)中右边十字路口交汇处,沥青

０８２８００１Ｇ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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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IndianPines数据集不同算法精度对比结果(１６类)

Table２　ResultsofaccuracycomparisonofdifferentalgorithmsonIndianPinesdataset(１６categories) ％

Accuracyindicator Category
Algorithm

LDMＧFL pＧCNN∗ ２DＧCNN ３DＧCNN ３DＧCNNＧCRF
C１ ９７．８７ ８３．３９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C２ ８９．６７ ８５．４１ ９６．３７ ８９．６０ ９７．２５
C３ ８９．６４ ８２．７６ ７８．５２ ９６．０４ ９９．８８
C４ ９３．６０ ８２．１４ ８９．４３ ８７．４０ ９５．１６
C５ ９６．４７ ９５．２４ ９３．２８ ９７．２０ ９９．１４
C６ １００ ９９．２５ ９６．２４ ９７．９６ ９９．０５
C７ ７７．７８ ９１．４７ ９５．４５ ８７．５０ １００

CA C８ １００ ９９．８１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C９ １００ ９０．４４ ９２．３１ １００ １００
C１０ ８７．６０ ８２．３９ ９３．１３ ８８．５８ ９２．６２
C１１ ９８．６１ ９０．２０ ９２．１５ ９６．９７ ９９．６２
C１２ ９１．２１ ８９．８１ ８７．０ ９２．９３ ９８．１０
C１３ ９１．９３ ８７．６０ ９８．５６ ９９．０１ １００
C１４ ９８．９８ ９６．２０ ９６．０３ ９９．３６ ９９．７６
C１５ ９６．９２ ９１．５４ ８８．３７ ９２．０４ ９４．５４
C１６ ９４．９０ ９３．８６ ９０．２９ ９８．９１ ９８．９２

OA ９４．６ ９０．１６ ９２．２７ ９４．８５ ９８．１８
Kappa ９３．８８ ８９．９１ ９１．２１ ９４．１４ ９７．９２

图５ PaviaUniversity数据集不同算法的分类效果对比(９类).(a)伪彩色图;(b)真值图;
(c)LDMＧFL;(d)２DＧCNN;(e)３DＧCNN;(f)３DＧCNNＧCRF

Fig．５ ClassificationresultscomparisonofdifferentalgorithmsonPaviaUniversitydataset ９categories 敭

 a Pseudcolorimage  b trueimage  c LDMＧFL  d ２DＧCNN  e ３DＧCNN  f ３DＧCNNＧCRF

路面(C１)被错分成柏油(C７),使得 C７精度仅为

７１．７５％.对于３DＧCNN算法,尽管结合了像元的空

间与光谱信息,但类别相近的地物仍被错分,如
图５(d)与(e)中的裸露土壤(C６)与草地(C２)较难判

断.考虑邻近空间的一致性,加入多标签条件随机

场优化后,分类过程中类似“椒盐”的混淆噪声得到

了很好地优化.从表３可以看出,对于C７的分类,

３DＧCNNＧCRF算法的精度比LDMＧFL算法提升了

２６．４６％;横向比较,３DＧCNNＧCRF算法总体精度比

２DＧCNN算法提高了３．０％.

３．３．３　PaviaCenter数据集实验结果分析

在该数据集下,算法同样随机选取５％的真值

样本像元作为训练集,其余９５％的样本像元作为测

试样本.比较不同光谱维度的选取对地物目标分类

精度的影响,结果如图６所示.
如图６(c)~(e)所示,通过增加光谱特征的维

度后发现地物分类效果有显著地提升.从图６(c)
标记框中可以看出,当光谱特征维度为３４时,柏油

(C７)错分成砖制材料类(C４).如图６(d)所示,当
光谱特征维度增加至６８时,C７分类精度提升至

９３．１％,但相对于图６(e),仍出现类别的混淆.图７
显示了PaviaCenter数据集在不同维度光谱特征下

的分类精度折线图.为了控制变量,３DＧCNNＧCRF
算法在空间感受野参数 M＝１１、空间邻域k＝８的

尺度下进行测试后发现,柏油(C７)与瓦片(C８)对光

谱特征维度变化比较敏感,这是由于它们是复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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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学　　　学　　　报

表３　PaviaUniversity数据集不同算法精度对比(９类)

Table３　ResultsofaccuracycomparisonofdifferentalgorithmsonPaviaUniversitydataset(９categories) ％

Accuracyindicator Category
Algorithm

LDMＧFL pＧCNN∗ ２DＧCNN ３DＧCNN ３DＧCNNＧCRF
C１ ９６．０３ ８７．３４ ９７．１２ ９８．２２ ９９．０１
C２ ９９．０３ ９４．６３ ９９．４５ ９９．３４ ９９．６７
C３ ９０．４２ ８６．４７ ８９．８４ ９０．４６ ９４．１７
C４ ９１．９９ ９６．２９ ９８．４８ ９９．２８ ９９．７４

CA C５ ９７．８ ９９．６５ １００ ９９．４８ ９９．７８
C６ ８９．６１ ９３．２３ ８６．８５ ９０．５７ ９５．４５
C７ ７１．７５ ９３．１９ ８６．１２ ９５．０９ ９８．２１
C８ ８７．１７ ８６．４２ ９４．４６ ９６．３２ ９８．１８
C９ ９２．６８ １００ ９８．８５ ９８．４４ ９８．２３

OA ９４ ９２．５６ ９５．６ ９７．２ ９８．６
Kappa ９２．１ ９１．７ ９４．７ ９６．３ ９８．１

材质,类内异质性较为明显,故需要更充分地利用辐

射光谱的信息,使类间的特征区别性更大,才更利于

提高分类的准确性.图６(f)为３DＧCNNＧCRF算法

对实验数据未标记部分的泛化结果,与图６(a)所示

的伪彩色图相比较,分类结果基本正确,抽样检测准

确率约９３．７％.
三个数据集的２D/３DＧCNN训练与测试和优化

时间如表４所示.本文算法为Python与Matlab混

合编程,在处理器为IntelCorei７Ｇ５９３０K３．５０GHz、
图形 处 理 器 (GPU)为 NVIDIA GeForceGTX
TitanX的配置下运行.计算了三个数据集中整个

分类与优化过程的时间,其中３DＧCNN训练占用了

大部分时间,占总运行时间的６０％左右,与２DＧ
CNN相比多耗时近４８％.在未来工作中,将考虑

采用GPU并行技术来实现并行训练,减少运行时

间,提高算法效率.

图６ PaviaCenter数据集分类优化以及未知区域泛化效果图(９类).(a)伪彩色图;(b)真值图;(c)３DＧCNNＧCRF(特
征维度:３４);(d)３DＧCNNＧCRF(特征维度:６８);(e)３DＧCNNＧCRF(特征维度:１０２);(f)未知区域泛化结果

Fig．６ ClassificationandunknownregiongeneralizationresultonPaviaCenterdataset ９categories 敭 a Pseudcolorimage 

 b trueimage  c ３DＧCNNＧCRF featuredimension ３４   d ３DＧCNNＧCRF featuredimension ６８   e ３DＧCNNＧCRF

 featuredimension １０２   f unknownregionresult

表４　三个数据集的２D/３DＧCNN训练与测试和优化时间

Table４　２D/３DＧCNNtraining,testingandoptimizationtimeforthreedatasets

Dataset Sizeofdataset Algorithm
Time

Feature
extraction/min

２D/３DＧCNN
training/min

２D/３DＧCNN
testing/min

CRF/s

IndianPines １４５×１４５×２２０
２DＧCNN

３DＧCNNＧCRF
０．６
０．９

２．６
３．７

０．８５
１．２

－
２６．３

PaviaUniversity ６１０×３４０×１０３
２DＧCNN

３DＧCNNＧCRF
１．３
１．８

２．９
４．３

１．６
２．２

－
３２．５

PaviaCenter １０９６×７１５×１０２
２DＧCNN

３DＧCNNＧCRF
１．７
２．１

３．４
５．３

１．７
２．６

－
４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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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不同维度光谱特征对分类精度的影响

Fig．７ Influenceofspectralfeatureswithdifferent
dimensionsonclassificationaccuracy

４　结　　论

为解决高光谱遥感影像分类后地物分类混淆、
总体分类精度低等问题,提出了３DＧCNNＧCRF算

法,通过重新设计３DＧCNN模型架构并充分利用高

光谱影像中像素的空间邻域信息与光谱信息,联合

多标签条件随机场算法,对分类进行全局优化.方

法的稳健性较强,无需刻意调整参数即可达到较高

的分类精度.
对公共高光谱数据集的测试 结 果 表 明,３DＧ

CNNＧCRF算法提供了一个简单高效的方法来实现

高光谱影像的光谱Ｇ空间特征提取,并且３DＧCNN模

型是一个轻量级、泛化能力强、收敛速度快的CNN
模型.算法的最终总体精度可达９８％,优于其他高

光谱影像分类算法.
目前,高光谱遥感影像分类的关键在于充分利

用地物辐射光谱信息,并提取区别性大、更有代表性

的空间Ｇ光谱特征.在未来的研究工作中,一方面计

划在３DＧCNN中融合多个尺度卷积核,对特征进行

自适应学习以进一步提升分类性能;另一方面考虑

采用GPU并行技术来实现并行卷积网络训练,减
少运算时间,提高算法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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