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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段图像放大了
,

倍!

空间分辨率提高到
-'?#;

!但图
C

锯齿明显!图
,

模糊$图

>

与图
C

和图
,

比较!不仅空间分辨率提高到
-'?#;

!而且

地物轮廓更加清晰!色彩更加明亮$图
>

与图
!

比较!可识

别的色彩信息增加$由此可见!图
>

明显优于图
!

)图
C

和图

,

$

用高分辨率
#

!

,

波段图像
7D

4

"

4f#

!

!

!

C

!

,

#与
,

倍重

采样
#

!

,

波段图像
7D

4

"

F

!

G

#"

4f#

!

!

!

C

!

,

#计算经过像元

分解后单个像元的平均相对变化量
#

!计算式为&

#.

#

,

"

3

B

'

#

$

,

4

.

#

$

"

3

!

'

#

"

F

!

G

#

.

"

#

!

#

#

[

7D

4

"

F

!

G

#

1

7

,

4

"

F

!

G

#

[

7

,

4

"

F

!

G

#

式中&

3

!

'

为图像像元的列数)行数$

本文选取了
!---i!---

像元范围的图像!按上式计算

了
#

!结果为&

-'#,-#@C

$该值可以衡量经过像元分解后!

每个像元的平均相对变化量!即融入的全色波段的信息

量'

!

!

C

(

$

,

!

结
!

论

!!

实验获得了四幅高分辨率
#

!

,

波段辐亮度图像!空间

分辨率从
!',,;

提高到
-'?#;

!使
#

!

,

波段图像放大了
,

倍!并融入了全色波段图像信息$高分辨率
#

!

,

波段辐亮度

图像无论在视觉效果还是光谱信息方面均明显优于
,

倍重采

样
#

!

,

波段图像和全色波段图像!充分利用了同一传感器

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所获取的地物光谱信息$成图适宜比

例尺由
#g#----

提高到
#g!>--

!提高了图像的经济价值$

与地物的真实辐亮度比较!融合的辐亮度图像误差主要

来源于以下
C

个方面&"

#

#几何配准误差%"

!

#卫星传感器在

各个波段的光谱响应效率函数不是规则矩形函数和多光谱波

段的波长范围不是全色波段的准确分割%"

C

#传感器成像误

差$如果纠正图像几何配准误差!则可提高成图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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