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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吉林一号视频０３星凝视成像的特点，为 提 高 其 图 像 空 间 分 辨 率，解 决 光 学 系 统 分 辨 率 不 足 的 问 题，提

出一种视频卫星超分辨率重建的新算法———凸集中间映射。以主动观点分析视频卫星凝视成像特点，建立了基于

凝视成像的图像降质模型。为求解该降质模型的逆过 程，以 凸 集 理 论 为 基 础，建 立 了 基 于 中 间 降 质 过 程 的 约 束 集

和相应的点投影算子，通过点投影算子逐帧修正高分辨 率 图 像 灰 度 值，最 终 将 重 建 的 高 分 辨 率 图 像 约 束 于 凸 集 的

交集上。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使图像分辨率提高近３０％，克服了同类算法具有投影误差和重叠伪影的缺点，图像

质量评价指标均优于所列其他算法，８帧重建得到收敛解，对不同清晰度的图像重建均具有可行性和稳健性。说明

该算法适用于视频卫星图像超分辨率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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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随着遥感和航天领域对高分辨率图像需求的不断增长，如何获得更高分辨率图像成为目前的研究热点。

然而，从硬件上提高分辨率往往受到工艺水平和卫星造价的限制，且最新研究表明，现有传感器制造工艺已

经接近像元尺寸极限［１］。像元尺寸有限，意味着像元尺寸一定大于光学系统分辨率，卫星图像分辨率一定低

于光学系统分辨率。因此，一味依靠硬件提高分辨率并不现实。如果成像系统获得同一景物在不同时相、不
同位移或不同传感器下的多帧图像，就有可能获得足够的互补信息，通过亚像素精度的图像配准技术，产生

高分辨率（ＨＲ）图像［２］。这一数学理论结合信号处理的方法成为提高图像分辨率的研究热点———图像超分

辨率重建。这一领域被誉为遥感应用领域的三大研究重点之一。
超分辨率重建方法可概括为基于频域、空域和学习三类。其中，基于频域的算法数学模型简单，但适用

面窄且难以加入先验知识和处理噪声［３］。近年来，基于学习的超分辨率重建逐渐发展，如邻域复原法、卷积

神经网络法等［４］，但基本上适用于单帧超分辨率重建。目前，超分辨率重建方法主要是在空域内实现分辨率

增强，如最大后验概率法、凸集投影法（ＰＯＣＳ）等，具有算法灵活、便于加入先验知识和数学模型等优点，但

收敛性差且重叠伪影和马赛克现象是图像重建普遍存在的缺点［５－９］。

吉林一号视频０３星是我国新型多功能商业视频遥感卫星。针对该卫星凝视成像特点，本文对其序列影

像进行超分辨率重建，提出一种视频序列图像超分辨率重建算法———凸集中间映射（ＩＣＭＳ）。通过主动观点

建立基于凝视成像的图像降质模型；详细介绍了求逆过程算法，实现超分辨率重建；利用实验验证算法有效

性，对比多种算法验证算法优良性，探讨了重建帧数对重建结果收敛性的影响，对不同类型卫星图像的重建

效果进行了验证，证实了算法的可行性和稳健性。

２　基于视频卫星凝视成像的图像降质模型
在遥感图像获取过程中，经过光学系统衍射、散焦等造成的光学模糊，卫星与地面间的运动模糊，传感器

下采样造成的混叠效应，以及不同图像间的运动位移等一系列图像降质过程，最终导致图像分辨率降低［１］。

为重建高分辨率图像，应明确高分辨率图像和低分辨率（ＬＲ）图像序列之间的降质过程。建立正确的降质模

型是实现超分辨率重建的首要任务。以主动观点和被动观点分析视频卫星成像特点，并建立基于视频卫星

凝视成像的图像降质模型。

２．１　被动观点

被动观点即传统观点［１，７－９］认为几何形变是降质过程的第一步，以场景为坐标系，场景变动决定几何形

变。ＨＲ图像依次经过几何形变、模糊、欠采样和噪声这一系列降质过程最终得到ＬＲ图像，其过程如图１
所示。

图１ 凝视成像下，被动观点降质模型

Ｆｉｇ．１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ｖｉｅｗ　ｄｅｇｒａｄ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ｓｔａｒｉｎｇ　ｉｍａｇ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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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观点易引入计算误差，原因有以下三点：

１）该视频卫星的成像模式为凝视成像，是指随着卫星的运动，光学成像系统始终盯住某一目标区域，可
以连续观察视场内的变化。这时，相机姿态的变动大于场景的变动，求解相机姿态的几何形变矩阵要比求解

场景变动的几何形变矩阵精确。

２）被动观点通过 ＨＲ图像间的配准求解几何形变矩阵，而 ＨＲ图像经原始ＬＲ图像升采样、去模糊后，
存在人为处理误差。原始ＬＲ图像不存在人为误差，其间的图像配准可认为是精确的。

３）信息利用率差，因为被动观点认为 ＨＲ图像经几何形变后与模糊矩阵进行卷积，但其经几何形变后

通常是非整数位移，在数字图像处理中，模糊矩阵是离散的，这就造成了几何形变后的高分辨率网格与模糊

矩阵窗口网格对不上，显然会造成信息的丢失甚至错位。
综上，被动观点降质模型不适用于视频卫星成像特点。

２．２　主动观点

主动观点认为几何形变是由卫星姿态主动决定的，应以相机为参考系，发生在降质模型的最后一步，该

观点可有效克服上述被动观点降质模型缺点。采用主动观点，建立基于视频卫星成像模型的新型降质模型，
如图２所示。

图２ 主动观点降质模型

Ｆｉｇ．２ Ｄｅｇｒａｄ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ａｃｔｉｖｅ　ｖｉｅｗ

由于研究中卫星图像无明显噪声，故不考虑传感器像元密度决定的欠采样和由相机姿态决定的几何形

变。因此这一降质过程可描述为 ＨＲ图像依次经过大气模糊、光学模糊、传感器模糊等模糊模型，最终由传

感器得到ＬＲ图像序列。这一降质过程可表示为

ｙｋ＝ＭｋＤＢｋｘ，１≤ｋ≤ｐ， （１）

式中ｘ为原始 ＨＲ图像，Ｍｋ 为第ｋ帧图像的几何形变矩阵，Ｂｋ 为第ｋ帧图像的模糊矩阵，Ｄ 为欠采样矩

阵，ｐ为ＬＲ图像总张数。超分辨率重建过程是这一过程的逆过程，即Ｂ－１　Ｄ－１　Ｍ －１
ｋ ｙｋ＝ｘｋ。已知ＬＲ图像

序列，对基于视频卫星凝视成像降质模型求逆，通过新算法重建理想 ＨＲ图像。

无论是主动观点还是被动观点，描述的都是同一个物理过程，即场景成像到传感器，本质差别在于参考

系的选取。被动观点之所以被广泛采用，在于其直观、便于理解。然而文献［１０］指出，当模型不符合或参数

估计不精确时，图像数据不再符合模型，重建效果很差。降质模型的选取主要由几何配准和图像模糊哪种占

主要降质因素决定。当低分辨率图像中几何形变占据主要贡献时，如果先进行退模糊、升采样，再进行图像

配准会增加数值误差，这种情况下采取主动观点更占有优势。当图像模糊和降采样过于严重时，直接配准会

导致更大的数值误差，此时采取被动观点更好。

３　基于新降质模型的ＩＣＳＭ算法
根据凝视成像降质模型，介绍了相应的视频卫星图像超分辨率重建的新算法。算法以凸集理论为基础，

０８１００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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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建立 ＨＲ图像与ＬＲ图像序列之间坐标的映射关系，再将ＬＲ图像插值得到的 ＨＲ网格的灰度值近似

看作真实值，将理想 ＨＲ图像模糊后的灰度值看作模拟值，求两者之间的插值，建立基于中间降质过程的残

差约束集，并通过点投影算子逐帧修正 ＨＲ图像灰度值，最终将重建的 ＨＲ图像约束到凸集的交集上，并重

复投影算子修正过程，迭代直至获得最优图像。

３．１　凸集理论

凸集理论是一种重要的信号重建理论，是一大类迭代算法的数学理论基础。其核心思想是以集合论为

理论基础，在超分辨率重建中，ＨＲ图像对应希尔伯特空间的一个元素，各种不同的先验知识和约束条件组

成不同的凸集 Ｃｉ｛ ｝。当这些凸集的交集为非空集时，可认为最终重建的 ＨＲ图像的最优解属于这些集合的

交集Ｃｓ，即

ｘ∈Ｃｓ＝∩
ｍ

ｉ＝１
Ｃｉ。 （２）

　　凸集理论认为，最优解 的 求 解 过 程 就 是 一 个 将 初 始 值 投 影 到 约 束 集 上 反 复 迭 代 的 过 程。定 义 约 束 集

Ｃｉ｛ ｝的相应投影算子为 Ｐ
＾
ｉ｛ ｝，该算子将给定点映射到相应凸集上最近的一个点，选取一个初始解，由下式迭

代，直到得出满足所有先验知识和条件的解［１１－１７］

ｘ（０）＝ｘ０

ｘ（ｋ＋１）＝Ｐ
＾
ｍＰ
＾
ｍ－１…Ｐ

＾
１ｘ（ｋ）

烅
烄

烆
。 （３）

３．２　ＩＣＳＭ算法

凸集理论是一个开放的理论，关键在于对可行解的解空间定义约束集和相应投影算子。基于视频卫星

凝视成像降质模型，ＩＣＳＭ算法通过ＬＲ图像序列与 ＨＲ图像间的映射关系，建立基于降质过程的残差约束

集及相应点投影算子，重建视频卫星图像。

３．２．１　约束集

１）残差约束集ＣＤ
新算法定义的残差约束集指的是以Ｂｋ 和Ｄ 之间为中间过程，将理想 ＨＲ图像经过模糊矩阵后的灰度

值看作模拟值，在 ＨＲ网格映射到ＬＲ网格过程中将插值法得到的灰度值近似看作真实值，之间的差值限定

在某个常数δ范围内，建立残差约束集。这一过程可用图３简单描述。

图３ 残差约束模型。（ａ）流程图；（ｂ）模拟图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ｍｏｄｅｌ．（ａ）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ｂ）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首先，计算残差模拟值。理想 ＨＲ图像经过模糊矩阵变成Ｂｋｘ。

其次，计算残差真实值。即建立 ＨＲ网格ｘｇｒｉｄ＝ ｎ１，ｎ２［ ］Ｔ 与每一帧ＬＲ网格ｙｋ－ｇｒｉｄ＝ ｍｋ１，ｍｋ２［ ］Ｔ 间的

０８１０００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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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射，其中 ｎ１，ｎ２［ ］为高分辨率图像坐标，ｍｋ１，ｍｋ２［ ］为第ｋ帧低分辨率图像坐标。通过映射关系求解真实

值，这种映射关系表示如下：

ｙｋ－ｇｒｉｄ＝ＭｋＤｘｇｒｉｄ， （４）

Ｄ－１　Ｍ－１
ｋｙｋ－ｇｒｉｄ＝ｘｇｒｉｄ。 （５）

　　在实际过程中可通过图像配准求得ＬＲ图像间的几何变换矩阵 Ｍ －１
ｋ 及 放 大 倍 数 的 升 采 样 矩 阵Ｄ－１，

ＨＲ网格坐标ｘｇｒｉｄ映射到第ｋ帧ＬＲ网格坐标为ｙｋ－ｇｒｉｄ，即

ｙｋ－ｇｒｉｄ＝ Ｄ－１　Ｍ－１
ｋ（ ）－１　ｘｇｒｉｄ， （６）

因为ＬＲ网格上的点都是真实值，可近似认为 ＨＲ网格映射到ＬＲ网格使用双线性插值得到的灰度值也是

真实值，其值可表示为

ｘ′＝ｙｋ Ｄ－１　Ｍ－１
ｋ（ ）－１　ｘ［ ］ｂｉｌｉｎｅａｒ， （７）

最后，新算法残差如下：

ｒ　ｎ１，ｎ２［ ］＝Ｂｋｘ－ｙｋ Ｄ－１　Ｍ－１
ｋ（ ）－１　ｘ［ ］ｂｉｌｉｎｅａｒ， （８）

新算法残差约束集可表示如下：

ＣｋＤ ＝ ｘ　ｎ１，ｎ２［ ］：｜ｒ（ｘ）｜≤δ｛ ｝， （９）

ＣｋＤ ＝ ｘ　ｎ１，ｎ２［ ］：｜Ｂｋｘ－ｘ′｜≤δ｛ ｝， （１０）
式中常数δ的确定十分重要。选取过大会导致约束集收敛性差，太小则会导致数值问题使得重建方法不稳

定。在实验中对δ值的估计进行了收敛性测试，选取收敛后的δ，重建效果表明选取的δ具有一定的可移植

性，测试后选取常数δ＝１．５。

２）振幅约束集ＣＡ
振幅约束集指的是将图像的灰度值限制在一个范围内，和图像的位数有关：

ＣＡ ＝ ｘ　ｎ１，ｎ２［ ］：α≤ｘ　ｎ１，ｎ２［ ］≤β｛ ｝。 （１１）

３．２．２　点投影算子

建立与约束集相对应的投影算子，改变高分辨率图像的值，将其限制在凸集内，不断迭代找到最优解。

１）残差约束集点投影算子ＰＤ

该投影算子采取点投影的方式，通过修正高分辨率图像的每一个点的值，将其限制在残差约束集上，以

获得分辨率提高的高分辨率图像。那么，高分辨率图像ｘ　ｎ１，ｎ２［ ］投影到残差约束集ＣｋＤ ｎ１，ｎ２［ ］上的新的

高分辨率图像的过程可表示为

ｘ（ｋ＋１）ｎ１，ｎ２［ ］＝ｘ（ｋ）ｎ１，ｎ２［ ］＋

ｒ（ｘ）［ｎ１，ｎ２］－δ［ ］·Ｂｋ ｎ１
，ｎ２［ ］

∑ｐ∑ｑ
Ｂ２ｋ
，ｒ（ｘ）［ｎ１，ｎ２］＞δ

０，　　　　　　　　　　 　　　ｒ（ｘ）［ｎ１，ｎ２］＝δ

ｒ（ｘ）［ｎ１，ｎ２］＋δ［ ］·Ｂｋ ｎ１
，ｎ２［ ］

∑ｐ∑ｑ
Ｂ２ｋ
，ｒ（ｘ）［ｎ１，ｎ２］＜δ

烅

烄

烆

， （１２）

式中（ｐ，ｑ）是模糊矩阵大小。通过计算残差与约束的差值和模糊矩阵该点权重的乘积来修正残差约束集外

的点，将每一帧都通过投影算子投影到该约束集上，不断更新高分辨率图像的值，直到最后一帧。很多基于

凸集理论的算法对（ｐ，ｑ）区域进行块投影，这样一旦投影修正不准确，就会影响整个块区域，造成马赛克效

应、重叠伪影现象［１３－１９］。ＩＣＳＭ算法则克服了这种缺点。

２）振幅约束集点投影算子ＰＡ

吉林一号视频０３星遥感图像为Ｒ、Ｇ、Ｂ三通道，每通道有２５６个级别，因此可将各通道的灰度值限制在

０，２５５［ ］之间，投影算子为

ｘ　ｎ１，ｎ２［ ］＝

２５５，　　　　ｘ＞２５５
ｘ　ｎ１，ｎ２［ ］，　０≤ｘ≤２５５
０，　　　　　ｘ＜０
烅
烄

烆

。 （１３）

０８１０００３－５



光　　　学　　　学　　　报

３．２．３　先验知识

１）模糊矩阵Ｂｋ：求解吉林一号视频０３星的点扩展函数作为模糊矩阵先验知识。

２）几何形变矩阵Ｍ －１
ｋ ：采用基于特征点的图像配准技术求解该矩阵［２０－２１］。

３）高分辨率图像初始帧ｘ０ 的构造，如图４所示。

图４ 初始帧的构造

Ｆｉｇ．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ｆｒａｍｅ

这一过程是可迭代的，重复实现３．２节算法，直到获得最优解。以下通过测试帧数变化对重建效果的影

响，表明本文算法具有一定收敛性。

４　实验结果
４．１　主动观点与被动观点超分辨率重建结果对比及分析

采用吉林一号视频０３星卫星图像，原图尺寸为４００ｐｉｘｅｌ×４００ｐｉｘｅｌ，帧数为８，通道为ＲＧＢ，放大倍数

为２。图５分别为８帧原图、双线性插值、被动观点降质模型重建图与ＩＣＳＭ 算法重建图。其中，被动观点

重建图为ＬＣＡＶ实验室开源代码重建，对其加入相同的模糊矩阵和几何形变矩阵以达到控制单一变量。为

了便于观察图像细节，对单帧原图用黄框标注，对局部区域的细节图用红框标注。

图５ （ａ）原图；（ｂ）双线性插值；（ｃ）被动观点重建效果图；（ｄ）ＩＣＳＭ算法重建图；（ｅ）（ｆ）（ｇ）（ｈ）对应的细节图

Ｆｉｇ．５ （ａ）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ｉｍａｇｅ；（ｂ）ｂｉｌｉｎｅａｒ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ｃ）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ｖｉｅｗ；

（ｄ）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ＣＳＭ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ｅ）（ｆ）（ｇ）（ｈ）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ｄｅｔａｉｌｓ

由于超分辨率重建研究领域的原始参考影像未知，无法采用信噪比等有参评价，因此采用主观评价方法

与无参考影 像 质 量 评 价 相 结 合 的 方 式，对 以 上 四 个 图 像 进 行 分 析［１１，１８－１９］。首 先，在 主 观 评 价 上，相 比

图５（ａ）～（ｃ），图５（ｄ）更能分清马路标志线、垒球场的边缘、建筑的轮廓、类似五角的公园、阴影细节以及其

他景物特征，说明ＩＣＳＭ算法重建图主观反映效果良好。其次，在无参考图像质量评价上，以信息熵、标准

差、空间频率以及灰度平均梯度等４个无参考评价指标对上述四幅图像进行分析，如表１所示。
表１中有一个反常的现象，就是被动观点重建图像图５（ｃ）在其他各方面指标均差于图５（ｂ）的情况下，却在

空间频率上高于图５（ｂ），原因就在于被动观点采用块投影的方式，对局部图像整体进行修正，容易出现马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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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造成局部锐化，导致用于描述影像空间总体活跃程度的空间频率的增大。因此需从各个指标综合评价图

像质量的好坏。ＩＣＳＭ重建图像在以上４个指标上均优于其他图像指标，证明了ＩＣＳＭ算法的优良性。
表１　多种客观指标评价超分辨率重建图像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ｕｐｅｒ－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ｍａｇ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Ｉｍａｇｅ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Ｇｒａｙ　ｍｅａｎ　ｇｒａｄｓ
Ｆｉｇ．５（ａ） ６．１００８　 ２０．１０４６　 ３．６５６４　 １３．４２６０
Ｆｉｇ．５（ｂ） ６．１１０２　 ２０．６２７９　 １．８４５６　 ７．１８５０
Ｆｉｇ．５（ｃ） ６．０１９０　 １９．８４８６　 ４．１８５６　 ５．０１４２
Ｆｉｇ．５（ｄ） ６．２７７７　 ２２．５３２４　 ７．０３７１　 １９．９８３５

　　在提高图像分辨率上，Ｅｌａｄ等［２２］指出，重建采用的帧数与提高倍数的关系为

Ｄ ≤ 槡ｐ。 （１４）

　　８帧重建，放大倍数应为Ｄ≤槡８。但考虑到本文实际尺寸放大倍数为２，分辨率倍数为槡２，映射到单个

像元分辨率倍数为槡２／２，则最终分辨率提高 槡１－ ２／２≈３０％。
无论是主观评价还是客观评价，基于凝视成像降质模型的多帧超分辨率重建图像效果明显，优于被动观

点重建效果图。说明ＩＣＳＭ算法信息利用率高，具有提高图像分辨率的能力，并能避免重叠伪影和马赛克现

象的产生［１２］。

４．２　其他算法与本文算法重建效果对比

采用其他基于空域的超分辨率重建软件和本文算法结果进行了对比，重建效果对比如图６所示，运行时

间对比如表２所示。其中 图６（ａ）为ｓｕｐｅｒ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ｖ＿２．０［２３］软 件（瑞 士 洛 桑 联 邦 理 工 学 院）运 用ｋｅｒｅｎ－
ＰＯＣＳ法的重建效果图；图６（ｂ）为ＳＲ软件运用ＰＯＣＳ法的重建效果图［２４］；图６（ｃ）为迭代反投影ＩＢＰ算法

的效果图［２５］；图６（ｄ）是ＩＣＳＭ算法的重建效果图。

图６ 不同算法重建效果图。（ａ）Ｓｕｐｅｒ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ｖ＿２．０软件；（ｂ）ＳＲ软件；（ｃ）ＩＢＰ算法；（ｄ）ＩＣＳＭ算法

Ｆｉｇ．６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ａ）Ｓｕｐｅｒ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ｖ＿２．０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ｂ）ＳＲ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ｃ）ＩＢＰ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ｄ）ＩＣＳＭ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表２　不同重建算法运行时间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ｕｎ　ｔｉｍ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Ｓｕｐｅｒ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ｖ＿２．０ ＳＲ　 ＩＢＰ　 ＩＣＳＭ
Ｔｉｍｅ／ｓ　 １６．４１　 ２２２６．７３　 ８．４３　 ３７３．２７

　　由此可见，虽然ＩＣＳＭ算法在运行时间上不是表现最出色的，但从主观评价上看，其重建效果明显优于

其他软件，更能分清景物细节，图像分辨率提升明显，效果十分出色。

４．３　 帧数对重建效果的影响

以放大倍数为２，分别对３～１２帧图像进行重建，探讨帧数对重建效果的影响。如图７所示，分别以帧

数为横坐标，以图像质量评价指标（Ｅ为信息熵，ＧＭＧ为灰度平均梯度，ＳＦ为空间频率，ＳＤ为标准差）为纵

坐标，对上述４种重建算法进行分析。

随着重建帧数的增加，前９帧各个指标均呈上升趋势或缓慢上升趋势，说明随着重建帧数的增多，有用

的信息在增加，重建效果也越来越好。然而，第１０帧指标先下降后平缓，说明过多的帧数已经出现过冗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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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帧数对４种算法重建效果的影响。（ａ）信息熵；（ｂ）灰度平均梯度；（ｃ）空间频率；（ｄ）标准差

Ｆｉｇ．７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ｆｒａｍ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ｎ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ａ）Ｅｎｔｒｏｐｙ；（ｂ）ｇｒａｙ　ｍｅａｎ　ｇｒａｄｓ；

（ｃ）ｓｐａｔｉａｌ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息，ＩＣＳＭ算法具有一定收敛性。虽然９帧重建效果指标最高，但第１０帧后，客观评价指标趋于平缓且和第

８帧接近，说明第８帧已经接近收敛，第９帧个别像素约束在凸集外，客观评价指标的升高有伪影（过度锐

化）的可能。为了保证重建效果并同时避免伪影，选择８帧重建。正如（１４）式所述，放大倍数为２时，重建

帧数为［４，９），因此８帧重建较为合理。在各个指标上，ＩＣＳＭ算法都优于其他算法，说明本文算法有效信息

利用率高。

４．４　验证ＩＣＳＭ算法的可行性与稳健性

图８ 不同清晰度卫星图像重建效果图。（ａ）初始入轨影像图；（ｂ）第１次调焦后影像；

（ｃ）调焦完成后影像；（ｄ）（ｅ）（ｆ）相应的ＩＣＳＭ算法重建图

Ｆｉｇ．８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ａ）Ｉｎｉｔｉａｌ　ｉｍａｇｅ　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ｏｒｂｉｔ；（ｂ）ｉｍａｇｅ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ｃ）ｉｍａｇｅ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ｄ）（ｅ）（ｆ）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ＩＣＳＭ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卫星发射后，由于相机受到发射环境以及太空环境的影响，相机焦面的位置会发生变化，与地面装定状

态有所不同。这时需要调焦来获得清晰的图像。通过选用不同调焦状态图像，来表征图像的模糊程度，即选

用不同清晰度的卫星图像，验证ＩＣＳＭ算法的稳健性。如图８所示，图８（ａ）为吉林一号视频０３星初始入轨

影像图，图８（ｂ）为 进 行 第１次 调 焦 后 影 像，图８（ｃ）为 调 焦 完 成 后 影 像。三 幅 影 像 的 清 晰 度 由 低 到 高。
图８（ｄ）～（ｆ）为相应的ＩＣＳＭ算法重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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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８可知，主观上重建图像更能区分细小差别、识别景物等。表３所示为以上３组图像重建前后４种

无参考图像质量评价指标对比。
在４个图像质量评价指标上，重建图像指标均优于原图像，反映了重建图像能量分布更均匀、信息量更

大。这一结果表明，无论基于主观评价还是客观评价，ＩＣＳＭ 算法对不同清晰度图像具有可行性和稳健性，
且均能达到提高分辨率的结果。

表３　不同清晰度超分辨率重建前后图像的客观指标评价

Ｔａｂｌｅ　３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　ｉｍａｇｅ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ｓｕｐｅｒ－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ｍａｇｅ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Ｇｒａｙ　ｍｅａｎ　ｇｒａｄｓ
Ｆｉｇ．８（ａ） ６．４７５８　 ２３．６２８２　 ６．４１６３　 ２５．４９６５
Ｆｉｇ．８（ｂ） ６．７４０４　 ２８．８８４７　 １２．３７５７　 ３３．９０９４
Ｆｉｇ．８（ｃ） ６．７２１８　 ３６．３６２３　 ４．７３６４　 １４．０６８０
Ｆｉｇ．８（ｄ） ６．８６１５　 ３７．７３０１　 ９．３４１１　 ２３．３１３９
Ｆｉｇ．８（ｅ） ６．７０４３　 ２３．０２４７　 ４．７３６４　 ８．９９５６
Ｆｉｇ．８（ｆ） ６．８１３６　 ３４．３３８７　 １０．５５５９　 ２２．６６２５

５　结　　论
针对吉林一号视频０３星影像特点，提出了一种基于凝视成像降质模型的新算法———ＩＣＳＭ。以主动观

点分析凝视成像，并建立相应数学模型，并通过求解该模型，提出ＩＣＳＭ 算法，通过所列算法步骤，重建效果

明显，分辨率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无论基于主观评价还是客观评价，新算法均优于所列软件包重建效果，说

明了ＩＣＳＭ算法的正确性。
同时，采用真实卫星影像，对比许多文献采用模拟序列影像，具有处理真实影像的实际意义。实验结果

表明，新算法具有一定的收敛性、可行性与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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