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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星载激光(雷达)测高技术已经逐步成为全方位全球观测的主要技术手段之一,其高测量精度、
全天时测量能力、高效三维测量的特点在许多科学领域都具有独特的优势.本文讨论当前两类星载激

光测高技术的工作原理、数据处理方法,并探讨了星载激光测高数据在对地观测和深空观测科学研究中

的代表性应用;最后展望了未来星载激光测高技术的发展趋势.期望本文对从事星载激光测高研究、开
发和应用的同行们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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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光(雷达)测高作为一种主动式遥感技术,
是现代雷达探测技术从厘米波和毫米波向光波探

测技术的延伸.具有测量精度高、时空分辨率高、
垂直分辨率高等特点,广泛应用于三维成像、地球

观测和行星探测等领域[１].特别是近几年,随着

激光技术、光电探测技术和计算机控制技术的进

一步发展,星载激光探测技术也有了长足的发

展[２].激光雷达、光谱成像技术和合成孔径雷达

技术被列为地球观测系统的核心信息技术[３].鉴

于机载激光测高的应用已经十分普遍,本文主要

讨论星载激光测高技术,但在工作原理和数据处

理的方法上两者往往是相通的.
早期的激光测高仪采用离散记录方式,通过

采样获得多个回波信号的三维空间位置.美国火

星轨 道 器 激 光 测 高 仪 (Mars Orbiter Laser
Altimeter,MOLA)和 月 球 轨 道 器 激 光 测 高 仪

(LunarOrbiterLasterAltimeter,LOLA)是离散

激光的典型例子.与离散激光雷达不同,全波形

激光测高仪向地面发射激光,接收地面反射的激

光脉 冲 信 号,并 记 录 激 光 全 波 形 回 波 信 号;

ICESat(Ice,CloudandlandElevationSatellite)
卫 星 上 搭 载 的 地 球 科 学 激 光 测 高 系 统

(GeoscienceLasterAltimeter,GLAS)是全波形

激光测高仪的典型例子.在２０１８年美国国家宇

航局NASA发射的ICESatＧ２(Ice,Cloudandland
ElevationSatelliteＧ２)卫星上,首次搭载了光子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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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激光雷达[４].光子计数激光雷达的发射器具有

低能量、高脉冲重复频率的特点,并且采用高灵敏

度的单光子探测器(即接收器),可以获取光斑(足
印)更小、密度更高的光子点云数据,进而实现更

精细的地表三维信息获取[５Ｇ６].
与机载激光雷达测高技术相比,星载激光具

有覆盖范围广和运行轨道高的特点,被广泛应用

于制作全球控制点库、监测极地冰川和湖中水位

的变化,以及估算森林生物量、碳储量等[７].需要

指出的是,机载激光雷达测高技术能同时沿飞行

方向和其垂直飞行方向进行扫描,目前星载激光

测高技术只能实现沿轨方向扫描,但就基本原理而

言两者都是激光测距(测高).目前已有多颗对地

观测卫星搭载了激光测高系统,其中包括２００３年

的美国 NASA发射的ICESat,其上搭载的地球科

学激光测高系统 GLAS是世界上第一个对地球进

行连续观测的激光系统,主要用于监测南极洲和格

陵兰冰盖的高程变化、测量全球范围内云层高度和

云/气溶胶垂直结构以及森林垂直结构信息[８].

２００９年ICESat失效后,NASA于２０１８年先后发射

ICESatＧ２和 GEDI(GlobalEcosystem Dynamics
Investigation),前者搭载了光子计数激光测高

仪,后者则是全波形激光雷达载荷[６];２０１９年中

国发射的高分七号卫星,同时搭载了全波形激光

测高仪和双线阵立体相机[９].
本文对星载激光测高系统的工作原理,数据

处理方法以及应用进行详细讨论和归纳,并对未

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１　星载激光测高原理

星载激光测高的发展历史可以追溯至 R．W．
Hellwarth和 F．J．McClung于１９６２年发明的调

Q(又称“Q开关”)脉冲激光器.由于其产生的巨

脉冲激光有足够高的峰值功率,使得远距离脉冲

激光测距成为可能.早在１９７１年阿波罗１５号就

搭载了调 Q 脉冲激光器并完成了多次绕月激光

测距探测[１０];此后,星载激光测高仪被广泛应用

于对地球及其他星体的探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

探索,星载激光测高技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目前

已有多个搭载了激光测高仪的卫星发射升空.根

据探测原理的不同,将分两类针对迄今为止的几

个典型的星载激光测高系统进行讨论.

１．１　线性探测激光测高系统

从原理来看,激光测高技术的核心是激光测

距.传统激光测高仪主要采用线性探测原理(即
按线性关系进行光电转换),通过测量自激光脉冲

发射至接收到目标回波信号的时间间隔,计算光

在该时间间隔内所经过距离的一半,即为探测器

至目标的距离[１１].典型的星载激光雷达系统主

要由三部分组成,即发射系统、接收系统和位置姿

态系统.

１．１．１　激光发射系统

由于作用距离较远,星载激光测高仪的发射

系统只能采用脉冲激光.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星
载激光测距仪一直使用氪灯或氙灯泵浦固体激光

器作为发射系统的光源[２].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搭
载了第一代应用于空间探测的半导体泵浦固体激

光器(DiodeＧpumpedsolidＧstatelastor,DPSSL)
的火星轨道器激光测高仪(MOLA)于１９９６年由

美国国家宇航局发射.因其寿命长、质量轻、体积

小和功耗低等优点,半导体泵浦固体激光器自此

取代了氪灯或氙灯泵浦固体激光器的主导地位,
逐渐 成 为 各 国 星 载 激 光 测 高 仪 的 首 选 光 源.

NASA于２００３年发射的第一颗主要用于冰、云
和陆地测量的卫星(ICESat)所搭载的地球科学

激光测高系统(GLAS)配备了３台半导体泵浦

Nd:YAG激光器(其中２台为备份激光器)[１２].

GLAS的激光器采用了二极管泵浦调 Q 结构,能
同时输出１０６４nm 基频和５３２nm 倍频激光脉

冲,前者用于开展地表高程探测,后者则用于开展

气溶胶、云垂直分布廓线的探测[１２].作为中国星

载激光测高仪的首次应用,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３年分

别发射的对月观测嫦娥(CE)一号、二号上所搭载

的激光器也均采用了半导体泵浦 Nd:YAG 激光

器作为发射系统的光源,发射的１０６４nm基频激光

用于高精度量测月球表面的高程[２].中国首个对

地试验激光测高仪随着２０１６年资源三号０２卫星

的升空正式开展对地测高探索,这台试验激光测

高仪也采用了半导体泵浦 Nd:YAG激光器.
以上所讨论的激光测高仪的发射系统均使用

单波束发射系统,即单个半导体泵浦Nd:YAG激

光器.单波束激光器的劣势在于为了实现在扫描

方式下高密度、高覆盖的目标采样,单个激光器的

重复频率需要足够高.但是星载激光测高仪的重

复频率受制于系统体积、质量和功耗等因素,高功

率脉冲激光器的重复频率无法做得非常高.因此

多波束激光器的推帚式探测是如今颇具优势和潜

能的激光发射系 统[２].美 国 用 于 对 月 观 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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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LA即为采用了多波束激光器的测高仪.搭

载在 国 际 空 间 站 (InternationalSpaceStation,

ISS)上的全球生态系统动态检测(GEDI)激光雷

达于２０１８年成功发射.GEDI拥用３台同时工

作的半导体泵浦Nd:YAG激光器,是第一个实现

多波束对地观测的星载激光雷达[１３].中国随后

在２０１９年发射的对地立体测绘卫星高分七号上

也搭载了多波束激光发射系统,该系统配备了

４台半导体泵浦 Nd:YAG激光器,采取２主２备

的形式,在任意时刻都有２台激光器同时工作,实
现了双波束对地激光测高[１０].

１．１．２　信号接收系统

线性探测激光测高仪的接收系统主要由一个

雪崩光电二极管(Avalanchephotodiode,APD)和
一个模拟数字转换器(ADC)组成.信号接收系

统先由APD将接收到的回波转换成模拟信号,再
由ADC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线性探测原

理的“线性”正是体现在APD的输入光信号和输出

的模拟信号线性相关[１４].目前在空间激光测高仪

接收系统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硅 APD,其灵敏度高,
且具有响应度高、响应速度快的特点[１５].

对接收到的回波信号,线性探测原理有两种不

同的数据记录方式.因而,线性探测原理下的激光

雷达也经常分为两类:离散激光雷达和全波形激光

雷达.前者记录若干离散的回波信号,后者则以很

小的时间间隔对目标接收到激光脉冲后返回的能

量进行完整的采样记录[１６].
早期的星载线性探测激光测高仪都为离散记

录方式,通常不超过４个回波信号记录.虽然离

散激光雷达的确能采集到高精度的测高数据,但
是它的劣势也非常明显.由于记录回波信号个数

的限制,离散激光雷达无法记录茂密高大的树林,
因此难以对这类区域进行精准测量.此外,其离

散的记录方式会造成高达２．０m 的盲区(dead
zoneeffect),也就是说当两个邻近目标的垂直距

离小于２．０m 时,离散激光雷达无法检测到第二

个目标的存在[１７].对非地球观测或对小行星观

测来说,由于不受植被影响,因此常采用离散激光

雷达探测.例如１９９４年 NASA发射的对月观测

卫星 Clementine 上 的 LiDAR 测 高 仪,NASA
１９９６ 年 的 火 星 探 测 卫 星 MGS(Mars Global
Surveyor)上的 MOLA测高仪,２００９年的月球探

测卫星 LRO(LunarReconnaissanceOrbiter)上
的LOLA测高仪,以及近些年中国发射的月球观

测卫星嫦娥一号(CEＧ１)、嫦娥二号(CEＧ２)搭载的

激光测高仪[１８]均为离散激光雷达.
与离散激光雷达不同,全波形激光雷达对完

整回波波形按时间间隔进行记录.除了能提供高

精度点云数据,全波形激光雷达的每个数据点还

涵括了许多其他信息,包括回波波形特征和回波

的强度,因此它能对地表和地表植被结构采集到

丰富全面的数据[１７,１９].研究表明,无论是从测距

精度、目标特征,还是目标辨别能力来看,全波形

激光雷达相比离散激光雷达都有着更大的潜能和

优势[１７].２００３年ICESat卫星所搭载的 GLAS
就是由 NASA 发射的第一颗星载全波形激光测

高仪,其采集到的数据被广泛应用于反演区域尺

度的森林高度和生物量等参数[７].２０１９年发射

的高分七号卫星搭载的激光测高仪是中国首台全

波形星载激光测高仪,其主要目标是为实现１∶
１００００的测绘提供高精度的地面高程控制点.结

合其双波束激光器的特点,高分七号激光测高数

据将能提供密集的地面点,因此能为全球气候变

化和海洋监测提供有效的数据源,同时也能在植

被高度提取、植被特征分类和全球生物量估计方

面进行多学科研究[１８,２０].

１．２　光子计数激光雷达

光子计数激光雷达系统的研究发展可以追溯

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文献[２１]提出用光子计数激

光雷达来进行距离测量.近些年,因其独特的优

势,光子计数激光雷达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学者

和机构的关注.不论是离散激光雷达还是全波形

激光雷达,线性探测激光雷达需要通过光子流

(５００~１０００个光子)来记录返回的信号,只有足

够大的激光发射能量才能产生大流量光子流并记

录散射回来的波形信号[２２].不同于线性探测激

光雷达,光子计数激光雷达系统每秒发射数千个

激光脉冲,并记录后向散射和漫反射到接收器的

单个光子的传播时间.单个光子的飞行距离则可

以通过记录的光子到达时间得出,从而实现对地

表高度的测量.因光子计数激光雷达可对单个光

子敏感,其激光发射能量要远低于线性探测激光

雷达.作为对比,采用全波形探测技术的 GLAS,
其发射的激光能量约为７０mJ[２３];而作为世界首

个采用微脉冲多波束光子计数激光雷达技术的星

载激光雷达测高仪 ATLAS,其强激光束发射的

激光能量约为４８~１７２uJ,弱激光束的能量约为

１２~４３uJ,从而在实现了５００km 距离下的对地

６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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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高的同时,也大大减小了对激光发射器的激光

能量的要求[２４].此外,光子计数激光雷达在低能

量消耗下的高灵敏度的特点使得光子计数激光雷

达系统有望延长激光寿命,并能够在更高的高度

飞行,从而提供更大的覆盖范围.
需要指出的是,线性探测激光雷达系统体系

已颇为成熟,而光子计数激光雷达的民用测量系

统还比较少,其中有３个代表性的系统在光子计

数激光雷达体系中尤为重要.一是由 Harris公

司开发的 Geiger模式激光雷达系统 GmLiDAR,
二是由 Leica公司旗下的SigmaSpace开发的单

光子激光雷达系统(SPL１００)[５,２５Ｇ２６],三是搭载在

美国 NASA 于２０１８发射的ICESatＧ２卫星上的

ATLAS(advancedtopographiclaseraltimeter

system).前两个系统目前都只实现了机载测量

(具有在垂直于飞行方向上的扫描功能),而第三

个是目前首个应用单光子探测技术的星载激光测

高仪.这３个系统从激光发射系统和接收系统来

看都有着很大的差别,如果把传统线性探测激光

雷达 描 述 为 点 发 射Ｇ点 接 收 的 话,Harris 的

GmLiDAR 可 以 被 描 述 为 点 发 射Ｇ面 接 收,而

SPL１００和 ATLAS则为面发射Ｇ面接收.图１从

原理上简略描述了线性探测激光雷达图１(a)和

３个不同的光子计数激光雷达的激光发射系统和

信号接收系统(图 １(b)、(c)、(d)).图 １(b)、
图１(c)目前尚未有相应的星载激光雷达.下文

将从激光发射系统和信号接收系统两方面详细介

绍光子计数激光雷达系统.

图１　线性探测激光雷达和光子计数激光雷达的发射和接收系统概念(∗改编自文献[１４])

Fig．１　TransmitterandreceiverofthelinearＧmodeLiDARandphotonＧcountingLiDAR (∗adaptedfromreference[１４])

１．２．１　激光发射系统

大部分光子计数激光雷达的激光发射光源同

线性探测激光雷达一样,都采用半导体泵浦 Nd:

YAG激光器作为发射系统的光源[１４],只有星载

的 ATLAS略有不同,其采用的是半导体泵浦

Nd:YVO４激光器作为光源[２４].Nd:YAG 晶体

是目前半导体泵浦激光器中最成熟的晶体材料,
它具有良好的导热特性和光学特性,但由于它的

晶体吸收谱较窄,导致激光器电光转换效率较低.
而 Nd:YVO４晶体在８０８nm 附近的吸收谱宽高

达１５nm,是 Nd:YAG晶体(３nm)的５倍宽,大
大提高了激光器的电光转换效率[２７].

如图１所示,传统线性探测激光雷达的发射

系统向地面发射单个激光束,而光子计数激光雷

达既可有单个激光束发射系统,也可有激光子束

阵列发射系统(不同于由多台激光器组成的多波

束系统).Harris的 Geiger激光雷达系统与线性

探测激光雷达一样,向地面发射单束激光束[２２],

而SPL１００和 ATLAS的发射系统额外装配了一

个衍 射 光 学 元 件 (diffractiveopticalelement,

DOE),通过这个DOE将激光发射器的单个激光

束分成激光子束阵列[２８].SPL１００的激光子束阵

列为１０×１０,每个激光子束的能量均等[２６],而
ATLAS的激光束通过 DOE被分成３对激光子

束,每对激光子束包含了一个强激光束和一个弱

激光束,强弱激光束的能量比为４∶１[２４].
需要说明的是,在这３种光子计数激光雷达

中,Geiger激光雷达由于接收系统的设置,使得

它对视场内扫描重复率要求很高[２９],因此,目前

的机载 Geiger激光雷达系统采用Palmer(即椭圆

形状)扫描机制,而不是传统线性探测系统使用的

Z形扫描机制[１５].SPL１００虽然对视场内扫描重复

率的要求比 Geiger激光雷达略低,它采用的也是

Palmer扫描机制[１４].而目前唯一的星载光子计数

激光雷达ATLAS采用的是推帚式扫描[２４],其在垂

直于轨道方向的分辨率是很低的(约３．３km[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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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信号接收系统

光子计数激光雷达与传统线性探测激光雷达

最大的区别在于其信号接收系统采用了单光子敏

感的探测元件.对于单光子敏感探测元件,当其

接收到单个光子时就能触发二极管的光电效应,
从而输出电信号[１４].而通常线性探测激光雷达

使用的 APD需要接收到一连串的光子流才会触

发光电效应,且这样的光子流所含的光子数目一

般不少于２５０个光子[１５].目前光子计数激光雷

达使用的接收系统有两类,一类是 HarrisGeiger
激光雷达使用的 GmAPD,另一类是 SPL１００和

ATLAS使用的微通道板光电倍增器(Microchannel
plateＧphotomultipier,MCPＧPMT)[３０].

线性探测激光雷达的信号接收系统由单个探

测元件 APD 组成,而光子计数激光雷达往往采

用多 个 探 测 元 件 组 成 的 面 板. 例 如 Harris
Geiger激光雷达的接收系统为由 １２８×３２ 个

GmAPD组成的 GmAPD面板[２２],对于这个面板

上的每个 GmAPD,在被散射回来的第一个单光

子触发后,GmAPD会自行关闭并停止接收后续

的光子信息,直至下次整个 GmAPD 面板被重

置[１４].GmAPD这样的工作原理尽管能大幅降

低所需激光束的能量,但是由于它只能记录一束

脉冲里最先散射回来的单个光子,它的穿透能力

在植被覆盖地区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如果系统发

射的激光束只能单次照亮地面目标物的话,对地

面目标的成功 探 测 率 将 会 非 常 低.为 了 保 证

Geiger激光雷达系统对地面目标物有更高的成

功探测率,需要对地面目标物进行多次照亮,即上

文所讨论的,它要求更高的视场覆盖率[２９].

SPL１００和ATLAS采用的是 MCPＧPMT,每个

MCPＧPMT都包含了数百个对单光子敏感的探测

元件[１４,３０].相较于Geiger激光雷达系统较长的恢

复时间,这两个激光雷达系统的恢复时间极短,

SPL１００只 有 １．６ns,换 算 成 距 离 为 ２４cm[２２];

ATLAS的恢复时间为３．１~３．３ns,约为４８cm[３０].
因此每个光子探测器都能探测到从多个目标物散

射回来的多个光子.这样的特点使得SPL１００和

ATLAS对植被、薄雾和稀薄云层都有一定的穿

透性,而且在白天太阳背景噪声大的情况下依然

能进行工作.

２　星载激光测高数据处理方法

根据记录回波信号的方式,星载激光测高系

统可获取离散、全波形和光子计数三类数据.目

前尚未形成成熟的数据处理流程和规范.需要说

明的是,数据处理方法的适应性主要由数据获取

方式和原理来决定,与数据获取的平台并无必然

联系,因此,这里介绍的方法在许多方面也适合于

多种数据采集平台.

２．１　离散激光雷达数据处理

离散激光雷达系统通过采样得到多个回波信

号的三维空间位置.通常除了记录激光从离开到

返回系统的时间外,回波强度也会被记录下来.
如图２所示,当回波强度超过某个设定的阈值时,
传感器会记录此回波,直到达到传感器允许的最

大回波记录数.一般情况下,每个脉冲会记录有

３—５个回波.目前对地观测的离散激光雷达系

统主要是机载的,光斑较小,能够提供高密度的点

云数据.与机载离散激光雷达相比,星载激光雷

达的光斑较大[３１],测距精度可到分米级;此外,由
于卫星高度较高,星载激光雷达相邻光斑之间的

距离可达到百米甚至千米,给其几何定标带来了

很大的挑战[３２].

图２　离散和全波形激光雷达回波波形

Fig．２　ReturnsignalsofdiscreteLiDARandfull
waveformLiDAR

离散激光雷达点云数据中会存在各种噪声,
斑点噪声、太阳背景噪声、探测器噪声,以及与时

间和温度相关的噪声等,因此,点云去噪是离散激

光雷达数据处理的重要步骤.首先要去除数值异

常的数据点.例如,在月面测高的应用中,月球表

面的高程范围在－１０至＋１１km 之间[３３],则在这

个范围之外的数据点均被视为异常值而被去除.
对于在正常范围内的激光点云数据,可以通过滤

波的方式处理噪声.文献[３４]基于均值和标准差

设置阈值,先后沿着单个轨道和在局部区域内进

行滤波.但基于均值的滤波会导致在大块平坦区

域的少数凸起或者凹陷的数据点被消除,在去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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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也损失了一些信息,并且无法滤除连续分

布的噪声.文献[３５]提出了一种结合了滤波和聚

类方法的去噪算法,计算数据点和均值的插值并

通过K均值(KＧmeans)聚类区分出信号点和噪声

点,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基于均值滤波的缺点.
由于卫星发射过程的震动和工作环境的变

化,星载激光雷达测高仪的系统参数会较发射前

的地面测量值有所改变,从而导致系统误差[３６].
激光测高仪几何定标的目的就是减少或消除这些

系统误差的影响.此类定标方法可以分为两种.
一是与已知的自然地形相比较[３７Ｇ３８].然而,这种

方法要求卫星具有较为灵活的姿态机动能力,能
够按要求完成对该自然地形的测量.二是基于地

面控制点进行定标.这种方法需要布设大量的室

外探测器(如激光靶标器)来捕捉来自卫星的激光

信号,确定控制点的精确位置;然后根据计算激光

雷达所观测的光斑坐标和控制点坐标的差异,计
算出几何定标参数,从而得到高精度的几何定位

和测距结果[３９].使用定标场的方法能够得到较

高的几何定标精度,但是地面定标场的建立耗时

耗力.因此,提出了一些不依赖于定标场的几何

定标方法.文献[４０—４１]利用已经公开的数字地

形数据,使用金字塔搜索将资源三号０２星的激光

数据与参考数据进行匹配,估计了激光测高仪的

指向误差.文献[４２]使用测距和轨道精度更高的

月球轨道器激光测高仪(LOLA)数据作为基准,
对嫦娥一号离散激光数据可能存在的系统误差进

行校正.此外,测绘卫星,如美国的火星和月球观

测卫星、中国的高分七号等卫星上通常既有测高

仪也有摄影机,因此,两种数据的精确地理配准也

成为一个基本的研究内容[４３Ｇ４４].
星载离散激光测高仪获取的大量点云数据可

以通过内插计算生成 DEM.目前常见的离散点

数据插值方法包括克里金(Kriging)插值法[４５]、
改进谢别德(Shepard)法(即距离反比加权平均

法[４６])、径 向 基 (核 )函 数 法 (Radial Basis
Function)[４７]、移动最小二乘法[４８]等.例如从嫦

娥一号(CEＧ１)的激光点云中,可以提取整个月球

的DEM.文献[３４]提出了分层多节点样条估计

法,利用CEＧ１点云数据生成了０．６２５°×０．６２５°分

辨率的月球全球 DEM.文献[４９]首先对离散点

云数据进行合并和简化,筛选出曲率变化较快的

点,然后通过曲面蒙皮(surfaceskinning)重构算

法生成DEM,该方法能够保留更多的细节信息.

２．２　全波形激光雷达数据处理

全波形激光雷达系统采用波形的形式记录接

收到的后向散射能量随时间的变化.在激光光斑

覆盖范围内,具有复杂空间结构的目标与雷达发

射的脉冲相互作用.全波形激光雷达系统接收目

标的后向散射脉冲,以极短时间间隔对该脉冲的

强度进行采样和量化,从而采集到波形数据.与

离散激光雷达系统记录的点云数据相比,全波形

数据所探测的目标信息更加丰富[５０].如图２所

示,离散激光雷达能够采集的回波脉冲及其强度

信息比较有限,而全波形激光雷达则可以得到完

整的回波形态.激光雷达系统发射的脉冲波形一

般为高斯函数形式[５１],结合激光雷达方程,接收

的回波Pr(t)可视为描述散射体的后向散射特性

的方程与所发射脉冲的卷积[５２],即

Pr(t)＝∑
N

i＝１

D２

４πβ２R４S(t)∗σi(t)＋n(t)(１)

式中,N 表示光斑范围内目标的个数;R 是接收

机到目标的距离;β为发射器波束宽度;D 为接收

器光学元件的光圈直径;S(t)是激光雷达系统贡

献的部分,即为发射脉冲与接收器脉冲响应方程

的卷积;σi(t)为第i 个目标的散射特性描述函

数;n(t)为噪声信号.激光雷达光斑覆盖区域的

每个散射目标分别贡献出不同的波形分量,雷达

最终接收到的回波可视为不同波形分量叠加的结

果.通过对波形的分解,可以提取出每个波形的

振幅、脉冲宽度和时间、峰值位置、峰值之间的距

离以及后向散射截面等信息[５３Ｇ５４].
为了提高后续波形分解方法的准确度,需要

对波形数据进行预处理.其包括３个步骤,即:背
景噪声的估计与去除、波形数据平滑和信号起始

点和终止点估计[５５Ｇ５６].首先,全波形激光雷达系

统对后向散射回波进行采样和数字量化,记录后

向散射回波脉冲的强度.由于该强度值会受到噪

声的影响,需对其进行滤波处理.噪声来源主要

有两方面,一是由于采样导致的强度信息量丢失,
进而引起振铃噪声;二是光电探测器中的暗电

流[５７],会降低信噪比.因此,为了能够准确地分

解回波波形信息,需要先对噪声进行估计和去除.
通常可通过设定阈值的方法来区分回波信号和噪

声,回波强度低于阈值的部分被视为噪声去除,高
于阈值的部分则作为信号保留下来.波形粗糙的

形状容易导致分解出很多低强度窄波段的分量,
因此需要对波形进行平滑处理,例如使用宽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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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激光脉冲宽度近似的高斯滤波[５８].平滑后

即可获取信息起始点和终止点的位置,回波强度

大于背景噪声阈值的首个和最后一个位置即为该

波形的起始点和终止点,常见的阈值设置为均值

加标准差的３~４．５倍[５９].如同离散激光雷达一

样,全波形激光雷达也需要进行定标.由于在森

林茂密地区很难有可见的地面标志点,定标尤其

困难;为此,文献[６０]研究了仅利用已知的数字地

面模型,通过对由全波形数据动态产生的数字表

面模型实施多次迭代滤波,来标定全波形激光扫

描仪的自检校方法.
对于理想的平坦区域,激光雷达可以接收到

近似于单个高斯回波波形.然而,在星载激光雷

达光斑范围内,目标往往具有多样的垂直结构,使
得后向散射回波的波形变得复杂且具有多个峰

值,因此波形分解是提取各个目标后向散射回波

信息的必要步骤,对捕捉雷达覆盖区域内每个目

标的垂直结构信息至关重要.目前比较常见的波

形分解方法包括直接分解法和基于反卷积的

方法.
(１)直接分解法.此类方法将回波波形视为

多个核函数叠加的结果,其中高斯核函数、小波变

换最为常用,并通过拟合各个核函数分量的方式

进行回波分解.尽管基于高斯函数的回波分解在

平坦区域有较好的表现,然而,回波波形的分量也

可能不符合高斯函数,尤其是对于目标的垂直空

间结构复杂的区域,或激光照射到非平面或者有

倾斜平面的目标时.这一问题可以通过使用广义

高斯模型来解决

Pr,i(t)＝Aiexp －
(t－μi)α

２
i

２σ２
i

æ

è
ç

ö

ø
÷ (２)

式中,Ai 是第i个回波波形分量Pr,i(t)的振幅;

μi 为其均值,表示波形分量的位置;σi 为标准差,
决定了脉冲的宽度;αi 为形状参数,对于高斯函

数,αi＝ ２;而对于平坦的或者峰值更加突出的

回波形状来说,αi＞ ２.
文献[６１]提出了分解机载激光雷达回波数据

的方法,假设各个分量均为高斯模型,根据连续拐

点位置估计得到高斯模型系数的初值并进行参数

优化.这个方法被 NASA 用于 GLAS星载激光

雷达波形的分解,得到 GLA１４产品.文献[６２]
分别使用高斯和广义高斯核函数来分解回波波

形,并比较它们的分解效果;研究表明,其不仅能

够测量树冠高度,同时还可以捕捉到树冠内部和

低层植被的结构信息.对于植被密集的区域,广
义高斯函数能够取得比高斯函数更好的结果,减
少对树高的低估.此外,还有研究用小波变换来

分解回波波形.文献[６３]提出了一种基于多尺度

小波分析的波形分解算法,并应用于ICESat卫星

获取的 GLAS数据,最后从分解的波形各个分量

中估算平均树 高.与 从 采 用 高 斯 函 数 拟 合 的

GLA１４产品[６１]中估算的平均树高对比表明,对
于双峰或者多峰的波形,基于小波变换的分解方

法得到的平均树高估计比高斯核函数拟合的方法

更加准确.
目前较为常用的核函数拟合方法包括极大似

然估计法和非线性最小二乘法,例如期望值最大

化(ExpectationＧMaximization)算 法[６４]、列 文 伯

格Ｇ马夸 尔 算 法 (LevenburgＧMarquardt)[６１] 等.
这两种方法均需要预先估计回波波形的性质,如
波形分量的个数、各个分量的强度和波形宽度等.
文献[６５]使用基于熵的赤池信息量准则(Akaike̓s
InformationCriterion)来估计回波组分的数量,
文献[６６]提出了一种渐进式波形分解法来自动检

测出每个波峰的位置,从而得到回波组分的个数,
然后进行逐一拟合,避免了初始化.然而在缺乏

叠加的回波波形的先验知识的前提下,难以对这

些波形分量参数作出准确的估计,尤其是对于组

分复杂的回波波形更是如此.除了会受到严格的

初始化条件的限制,直接分解法还难以处理无法

采用高斯函数等核函数进行建模的复杂波形分

量,并且没有考虑探测器系统对波形的影响,不能

反映目标的真实截面信息[６７].文献[１９]用模糊

统计聚类的方法对全波形数据进行分解和确定散

射目标,获得了比常规高斯函数分解更好的结果.
(２)反卷积法.该方法试图解决上述直接分

解法存在的问题.如前所述,激光雷达接收器接

收到的回波信号可以视作为系统发射的脉冲信

号、接收器脉冲响应和目标后向散射截面相互卷

积的结果.在已知回波信号和系统贡献的情况

下,反卷积法考虑回波信号中发射脉冲和系统脉

冲响应部分的共同作用,即式(１)中的S(t),进而

得到目标的后向散射截面σ(t)[５２,６８].从反卷积

的结果中可以提取特征并用其进行分类,例如文

献[６９]将主成分分析法用于反卷积得到的波形,
对草本植物的生物量进行分类.文献[６７]采用自

动波峰检测等方法对反卷积结果进一步分解,提
取每个波形分量的振幅、位置和拐点.３种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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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用 的 反 卷 积 算 法 为:RichardsonＧLucy 方

法[７０Ｇ７１]、维纳滤波[７２]和非负最小二乘法[７３].

RichardsonＧLucy算法最初是为图像恢复而

设计的,通过迭代来解求反卷积问题.该反卷积

方法基于贝叶斯定理,将激光雷达回波看作大小

为１×L(L 为回波波形的总时间长度)的影像,对
给定时刻t,利用系统贡献项S(t)和接收的回波

信号Pr(t),通过以下迭代计算σ(t)最可能的估

计值σ̂(t)

σ̂k＋１(t)＝̂σk(t) Pr(t)

σ̂k(t)∗S(t)
∗S(－t)æ

è
ç

ö

ø
÷

(３)
式中,k是迭代次数,̂σk(t)是目标散射截面最大

似然估计值,迭代收敛时即得到散射截面波形.

RichardsonＧLucy算法对于低信噪比的回波

信号有较好的分解效果,可以有效避免产生负值,
然而,该算法收敛速度慢,迭代的求解方式较为耗

时,并且无法防止噪声的扩大.基于噪声和信号

在统计上相互独立的假设,维纳滤波在频率域对

发射和接收的回波信号比值进行滤波处理,并使

得到的目标散射截面估计值σ̂(t)和真实值σ(t)
(期望的散射截面)之间的方差最小[７４],即

‖̂σ(t)－σ(t)‖２＝∫t
(̂σ(t)－σ(t))２dt＝min

(４)
维纳滤波反卷积算法的优势在于计算速度快,但
容易导致振铃噪声,无法避免无意义的负信号值

的产生,并且需要噪声的功率谱密度[７５].基于非

负最小二乘法的反卷积算法可以描述为

‖(S∗̂σ)(t)－Pr(t)‖２＝‖n(t)‖２＝min
σ(t)≥０,　∀t }

(５)
该算法不需要关于目标散射截面σ(t)和噪声信

号n(t)的任何先验知识,可以通过迭代使得目标

函数收敛求解σ(t),结果较为准确,但缺点是迭

代会造成较高的时间计算代价.

２．３　光子计数激光雷达数据处理

光子计数激光雷达的接收器能够灵敏地探测

到单个光子,得到密度较高的光子点云,从而能够

获取更加精细的三维信息.与线性探测激光雷达

相比,光子计数激光雷达具有低能量、高灵敏度、
高重复频率的优势[７６],降低了高脉冲能量对于系

统的损耗,为解决能量传输和高重复频率之间的

矛盾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然而,低脉冲能量和

高灵敏度同时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如光子计数激

光雷达发射和接收的信号都比较弱,非常容易受

到各种噪声的影响,如系统噪声、大气散射引起的

噪声以及太阳背景光[４].光子噪声在空间中随机

分布且数量众多,给光子计数激光雷达数据的处

理和垂直结构信息的精确提取带来了挑战[７７].
因此,需要采用有效的去噪方法,将信号从噪声中

分离出来.去噪是光子计数激光点云数据处理的

关键步骤,常见的去噪方法可以被分为基于密度

聚类的算法、基于栅格化的算法及基于局部统计

量的算法.
基于密度聚类的算法利用激光雷达探测到的

光子的空间分布特点.目标散射的信号光子往往

比噪声光子的分布更加密集,由此可以通过对光子

进行空间聚类来将其与噪声分开.可以使用的空

间聚类方法包括:DBSCAN(densityＧbasedspatial
clusteringofapplicationswithnoise)[７８Ｇ７９]、OPTICS
(orderingpointstoidentifytheclusteringstructure)[８０]、
贝叶斯决策理论等.文献[８１]将 DBSCAN 算法

应用于光子点云去噪,对于点云中的每个点,采用

椭圆邻域进行聚类,以便更适用于光子计数雷达

点云在沿轨方向分布较密集的特征,从而使得计

算代价大幅降低.尽管 DBSCAN 算法在平坦的

区域能够有效去噪,但对陡峭的区域的效果则较

差;并且,DBSCAN 算法需要指定搜索半径和最

少点 数,这 两 个 参 数 对 聚 类 结 果 影 响 很 大.

OPTICS 算 法 是 DBSCAN 算 法 的 扩 展,与

DBSCAN不同的是,OPTICS不直接产生聚类结

果,而是计算得到所有光子的簇排序和距离值来

表示光子的内在聚类结果.注意到光子点云的数

据特点,文献[８２]在应用 OPTICS聚类算法时进

行了改进,使用椭圆邻域,并根据大津法[８３]选取

阈值区 分 信 号 和 噪 声 光 子,在 模 拟 和 真 实 的

ICESatＧ２数据上的试验表明该方法比同样使用

椭圆邻域的DBSCAN算法的效果更好,并且对聚

类参数不敏感,但是仍然需要指定搜索区域的大

小.文献[８４]提出了一种基于贝叶斯理论单光子

激光雷达去噪算法,考虑近邻距离的概率分布并

通过贝叶斯决策理论计算光子属于噪声的概率,
该方法在地形陡峭地区的去噪效果优于改进的

DBSCAN算法,但是需要预先估计信噪比.总体

来说,基于密度聚类的方法需要预先指定一些输

入参数,并对参数敏感、时间代价往往较大.
基于栅格化的算法先将光子计数激光雷达的

１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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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云剖面内插成栅格图像,然后使用数字图像处

理中的去噪方法去除噪声光子.文献[７７]提出了

基于改进的Canny边缘检测的去噪方法,对栅格

化的光子点云提取边缘特征,根据数据内部的差

异确定梯度阈值,结果表明该算法能够有效地去

除森林区域的噪声.从而更准确地提取地面和树

冠.然而,从光子点云到栅格图像的转化过程会

导致部分信息的损失[８５].同时,基于密度和栅格

的去噪算法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在点云密度较小

或者噪声光子的位置和信号光子比较接近的时

候,信号可能会作为噪声被去除或者不能有效地

区分信号与噪声[８６].
基于局部统计量的方法从光子点云数据中提

取一些局部统计量,例如特征向量、点云的密度、
高程等,并根据这些统计量的分布特征(如直方

图)来设置区分信号和噪声的阈值.文献[８７]使
用一系列统计量,包括径向基函数、几何各向异

性、特征向量、点云密度,以及地学统计学分类参

数和超参数等,来检测地面和冠层覆盖信号以及

噪声.文献[８８]基于光子的高程设置阈值来检测

噪声.文献[８９—９０]提出的光子点云去噪算法从

高程和密度两方面计算局部统计量,并且考虑到

了表面坡度.该方法首先建立高程直方图来消除

明显的噪声光子,然后根据光子在沿轨方向和高

程方向的距离来确定用于密度统计的椭圆邻域的

参数(如椭圆的方向),最后通过密度直方图去除

剩下的噪声.与基于栅格化的算法相比,基于局

部统计量的算法在大型数据集上的计算更加鲁

棒,适用于多种地形环境,但是去噪过程中的阈值

需要考虑到地表特征、点云密度、地形等因素来设

置,并且阈值对去噪结果的影响较大[６].

３　星载激光测高应用

星载激光雷达搭载在卫星平台上,具有运行

轨道高、观测视野广的特点,适合林业、海洋、极
地、月球、火星和小行星探测等[９１].需要说明的

是,由于星载激光雷达的地面分辨率限制,在全球

地表测绘中,主要作用是为其他光学遥感数据提

供控制信息[９２];与其他遥感手段相比,星载激光

雷达目前其尚不能提供具有优势且满足要求的数

字地面模型产品.因此,将针对星载激光雷达在

林业生态、极地海洋和行星探测三个领域的应用

进行讨论.

３．１　在林业生态测量中的应用

(１)树高估算.ICESat上的 GLAS是第一

个用于全球连续对地观测的星载激光雷达测高

仪.GLAS记录从其光斑路径上返回的激光能

量[９３],可以获取大范围的垂直数据信息,因此在

大区域尺度对森林参数进行定量反演具有优

势[７].在平坦地区(０~５°),坡度对回波信号造成

的影响较小.因此在平坦地区树高可以直接使用

GLAS的波形数据进行估测.然而,当 GLAS激

光较大的光斑(直径约为７０m[９４])照亮在倾斜表

面上的 植 被 时,接 收 到 的 脉 冲 回 波 波 形 会 变

宽[９５],因此从ICESat数据中估计可靠的森林高

度变得复杂[９６].文献[９６]基于 GLAS波形数据

提出了地形指数模型,以期对大坡度上的树高度

反演获得好的效果.考虑到波形前缘长度(即从

信号开始到第一个波峰的波形长度),其使用了以

下修正后的模型

HT＝b０(w－b１g＋b２l) (６)
式中,HT 是测量的树冠高度;b０ 是当根据地形指

数进行校正时的综合系数;w 是波形长度;b１ 是

应用于地形指数的系数;g 是地形指数,即在

DEM 数据中的N×N 采样窗口内的地表高程差

值;b２ 为波形前缘调整系数;l为波形前缘长度.
文献[９７]基于 GLAS完整波形在吉林长白

山林区以激光波形长度和地形指数为变量,在不

同地形坡度范围内建立了森林冠层高度反演模

型.在ArcGIS平台上利用１∶５００００DEM 数据

计算地形指数:计算以激光光斑中心点所在像元

为中心的矩形３×３窗内最大高程与最小高程之

差,并将这个差值赋给该窗口的中心像元,作为该

像元对应的地形指数g.模型参数b０ 和b１ 采用

LevenbergＧMarquardt(LM)算法求解.研究结

果表明,在０~５°坡度范围内建立的模型与９０％
的冠层高度相吻合;但随着坡度的增加,该模型的

反演精度会显著下降.
(２) 郁 闭 度 估 算. 森 林 郁 闭 度 (crown

density)是指林冠垂直投影面积与林地面积的比

值[９８].它是森林资源调查的一个重要因子,通过

该因子可以区分有林地、疏林地和无林地.

GLAS发射的激光脉冲穿过大气层后首先会

到达森林冠层,一部分被反射回传感器,另一部分

会继续向下传播,透过叶片缝隙到达地面,并被地

面反射.因此可以通过计算植被回波能量与回波

总能量的比值来对森林郁闭度进行估测[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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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SB

i＝SS

Vi/∑
SE

i＝SS

Vi (７)

式中,CD 为从 GLAS波形中提取的比值能量参

数,用于估测森林郁闭度;SS 为信号开始位置;

SE 为信号结束位置;SB 为冠层回波和地面回波

的界限位置;Vi 为第i帧对应的回波能量值.
(３)森林地上生物量估算.森林生物量按来

源的部位不同可分为根、干、枝和叶生物量.其

中,干、枝、叶生物量合称为森林地上生物量[９９].
森林地上生物量的估算对于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

机制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１００].目前大区域生物

量研究采用的数据主要有光学遥感数据,激光雷

达数据和微波数据等.星载激光雷达数据可以获

取森林冠层高度信息,在大区域森林地上生物量

研究方向上发挥了很大作用.从反演方法来看,
目前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以非参数化的训练方法为

主[１０１].文献[１０２]在印度西北喜马拉雅山使用

随机森林算法,结合ICESatＧ２和SentinelＧ１数据

获取森林冠层高度,并将森林冠层高度信息与

SentinelＧ２数据结合对森林地上生物量(AGB)进
行估测.文献[１０３]通过构建神经网络模型,利用

MODIS和ICESat/GLAS数据估算西伯利亚北

部森林地上生物量.文献[１０４]结合 GLAS数据

和 HSI数据,使用支持向量回归机算法构建森林

地上生物量估测模型,绘制吉林省汪清林业局经

营区的森林地上生物量分布图.

３．２　在极地海洋测量中的应用

(１)海冰厚度估算.极地地区是全球最为重

要的冷源,也是海冰分布最广泛的区域[１０５].海

冰覆盖可以阻隔海水和大气中的水汽交换等环

节,对 极 地 乃 至 全 球 的 气 候 都 会 产 生 重 要 影

响[１０６],故此计算海冰厚度是目前的一个重要研

究内容[１０７].
海冰可以视为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海面

下的冰,另一部分为露出海面的部分.露出海面

的冰层可以通过观测数据直接计算,而隐藏在海

面下的冰,无法根据观测数据直接测量.因此对

于整体海冰厚度的测量是根据阿基米德原理和浮

出海面的冰层体积进行估算的.对露出海面的冰

层计算海冰干舷高度 HF,即海冰表面高与海面

的差异[１０８],文献[１０９]使用ICESatＧ２数据对海冰

干舷高度F 进行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HF＝Hs－Hssh (８)
式中,Hs 是由ICESatＧ２激光测高仪测量的海冰

表面高程;Hssh是海面高,可以通过文献[１１０]提
出的最低面滤波法来计算.其过程为,假设海面

高程总是低于海冰表面高程,选取区域内测量高

程值最 低 的 部 分 作 为 海 面 高 程 值,通 过 使 用

ICESat潮汐修正后的测高数据减去大地水准面

高后,按照１０km 的轨迹长度选取其中最低的高

程值作为海面高程.
计算出海冰干舷高度 HF 后,根据阿基米德

原理,海冰厚度可以使用式(９)进行计算[１１１]

Ti＝ ρw

ρw－ρi
HF－ρw－ρs

ρw－ρi
Ts (９)

式中,Ti 为海冰厚度;Ts 为雪层深度;ρi 为海冰

密度;ρs 为雪密度;ρw 为海水密度.值得注意的

是,式(９)考虑了露出海面的冰层有雪层覆盖的情

况,是比较完整的海冰厚度估算的模型.
(２)冰盖高程变化率估算.测高卫星绕地球

一周产生的运动轨迹可分为上升弧段(自南向北)
和下降弧段(自北向南),上升弧段和下降弧段的

运动轨迹会产生交叉点.此外,测高卫星的运动

轨迹还具有周期性重复的特点,即运行一段时间

后,会出现重复的地面轨迹.因此,利用测高卫星

在交叉点上或同一区域的重复观测,便可估算冰

盖高程的变化率.
基于在交叉点重复观测得到的高程值,文献

[１１２—１１３]应用最佳线性无偏估计与季节周期参

数联合计算交叉点处的高程变化率

H(t)＝H０＋Ḣt＋asin２πt
T

æ

è
ç

ö

ø
÷ ＋bcos

２πt
T
(１０)

式中,H(t)表示在时间t时,由ICESat观测值内

插成的交叉点处高程;H０ 为t＝０时交叉点的高

程;̇H 为高程变化率;右侧最后两项为季节周期

变化项;a 和b为季节周期的两个参数;T 为季节

周期(如以a 为单位).根据最小二乘法原理即

可求出交叉点处的高程变化率 Ḣ.
此外,也可以利用周期性重复的地面轨迹来

计算冰面表面高程变化率.由于卫星受到轨道摄

动等因素影响,不同周期的轨道并不会完全重复,
为了避免重复轨道地面光斑不重合造成的误差,
可以将各个重复轨道数据内插到同一位置进行计

算.考虑到内插点和地面光斑之间的坡度,应当

对内插点的高程进行坡度改正[１１４].
(３)水深估测.ICESatＧ２携带的 ATLAS是

具有绿色波段(５３２nm)和１０kHz脉冲重复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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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子计数激光雷达.ATLAS提供了一种主动探

测水深的方式,它能够沿地球轨道方向以高分辨

率穿透水体[１１５].但是生成光子测高数据的算法

并未考虑到空气Ｇ水界面处发生的折射和水柱中

光速的影响,因此 ATL０３中记录的数据会产生

水平和垂直上的误差,需要进行折射校正,如

式(１１)所示[１１６]

Zn＝Z０
na

nw

æ

è
ç

ö

ø
÷ (１１)

式中,Zn 是经折射校正后的水深;Z０ 是无折射改

正时计算的水深;na(１．０００２９)、nw (１．３４１１６)分
别是光在空气和海水中的折射率.文献[１１６]结
合SentinelＧ２光学数据和折射校正后的ICESatＧ２
数据,使用半经验函数对水深进行拟合,得出南海

六个岛礁的浅水深度(深度＜２０m).
水深也可以使用全波形数据进行检测.如

图３所示,文献[１１７]用高斯函数、三角形函数和

韦伯(Weibull)函数的叠加来拟合发射脉冲经过

水体反射的回波波形Pr(t)

Pr(t)＝G(t;As,μs,σs)＋T(t;Ac,a,b,c)＋
W(t;Ab,kb,λb) (１２)

图３　用高斯函数、三角形函数和韦伯函数的叠加模拟回

波波形[１１７]

Fig．３　 Simulation ofthereturn waveforms using a
combinationoftheGaussianfunction,triangle

function,andWeibullfunction[１１７]

式中,G(t;As,μs,σs)为高斯函数;As 是振幅;μs

是发射脉冲到达水面的时刻;σs 是标准差

G(t;As,μs,σs)＝Asexp －
(t－μs)２

２σ２
s

æ

è
ç

ö

ø
÷ (１３)

T(t;Ac,a,b,c)为由参数Ac,a,b,c定义的三角

形函数

T(t;Ac,a,b,c)＝Ac×

０ t＜a
t－a
b－a a≤t＜b

t－b
c－b b≤t＜c

０ c≤t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ï

(１４)

W(t;Ab,kb,λb)是振幅为Ab 的韦伯函数

W(t;Ab,kb,λb)＝Ab
kb

λb

æ

è
ç

ö

ø
÷

t
λb

æ

è
ç

ö

ø
÷

kb－１

exp －
t
λb

æ

è
ç

ö

ø
÷

kb

(１５)
式中,λb 为韦伯函数的比例参数,描述发射脉冲

到达水底的时刻;kb 为韦伯函数的形状参数.使

用非线性最小二乘法对式(１５)进行求解得到拟合

参数.然后利用拟合参数对水深 De 进行计算,
计算方法如下[６１]

De＝cw(λb－μs)cos(θL) (１６)
式中,cw 为光在水中的速度;(λb－μs)描述的是

发射脉冲从水面到达水底的时间;θL 为局部入射

角,其值取决于传感器的入射角、水的折射率以及

水面和底面的坡度.

３．３　在行星测绘中的应用

尽管星载激光测高可以用于对地观测的高程

测量中,但由于其在垂直轨道方向尚无常规意义

下的扫描功能,分辨率较低,再加之有很多基于星

载和机载的光学和微波成像测量手段,因此,目前

利用星载激光测高的地形测绘和数字地面模型的

建立主要集中在对行星(含月球)进行测量.
行星测量往往是由月球测量开始的.月球地

形是描述月球基本特征的重要参数.月面高程值

主要是根据激光测高、轨道和姿态数据来进行计

算.首先要计算观测时刻光斑中心点的位置,计
算公式为[１１８]

RG＝Rs＋u (１７)
式中,RG 表示光斑在月心坐标系中的位置矢量;

Rs 表示观测时刻卫星在月心坐标系下的位置矢

量,可由卫星高精度轨道给出;u 由激光测高仪的

测距值和姿态数据确定,表示观测时刻激光测高

仪的观测矢量.利用上述得到的RG 值,可以对

月面光斑中心点对应的月面高程值进行计算,公
式为

H＝‖RG‖－R (１８)
式中,H 为月面高程值;R 为月球参考半径,如选

择半径为１７３８km 的正球作为参考球体,将该正

球体表面定义为月面高程基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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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月球探测方面,各国利用激光测高数据生

成了若干数字高程模型.文献[１１８]利用嫦娥一

号第一次正式飞行阶段获取的约３００多万个有效

激光测 高 数 据 点,得 到 了 月 球 全 球 地 形 模 型

CLTMＧs０１.文献[１１９]利用嫦娥一号获取的数

据制作了空间分辨率为３km 的全月 DEM 模型.
文献 [１２０]应 用 高 分 辨 率 的 GRAIL(Gravity
RecoveryandInteriorLaboratory)重力场模型和

LOLA激光测高数据对月球岩石圈有效弹性厚

度进行估计.文献[１２１]利用选取的嫦娥一号测

高地形数据及LunarProspector月球重力场模型

作为数据源建立了月球三轴椭球体模型.文献

[１２２]使 用 日 本 月 球 探 测 器 Selenologicaland
EngineeringExplorer (SELENE 或 Kaguya)上

的激光高度计(LALT)的测高数据,获得了空间

分辨率优于０．５°的全球月球地形图.文献[１２３]
使用SELENE上的激光测高仪数据制作的数字

高程模型来估计月球极地地区的日照条件.文献

[１２４]使用LOLA获得的高分辨率测高数据来表

征月球极地地区的光照条件,并展示了两个极点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平均太阳照度模拟结果.
在火星探测方面,MOLA 测高仪[１２５]可以测

量地形、表面反射率和后向散射激光回波宽度,非
常适合计算火星表面地形和粗糙度.文献[１２６]
利用火星全球测绘卫星(MGS)上的激光测高仪

MOLA数据,通过交叉点法确定行星表面高程变

化来研究火星以前是否存在海洋.文献[１２７]利
用 MOLA在一个火星年内收集的地形数据来测

量火星表面海拔随时间的变化.文献[１２８]通过

自动配准后的 MOLA 剖面绘制火星极地季节性

二氧化碳雪盖和二氧化碳冰盖高度随时间的变

化图.
在水星探测方面,文献[１２９]通过测量水星激

光测高仪(MLA)在１０６４nm 处的表面反射率,证
明水星在其两极附近的永久阴影区域(PSR)内存

在水冰.文献[１３０]使用均方根差来计算水星表

面粗糙度.
在获得行星表面数字高程后,可以进而计算

地形的一些数字特征.表面粗糙度是在去除大尺

度坡度的影响后,在某个给定水平尺度上,表面高

度变化的统计量度,可用于了解地质过程如何在

不同尺度上形成和改变行星的地形特征.文献

[１３１]提出了中位差坡度的测量方法,目的是分出

小尺度和大尺度坡度对表面粗糙度的影响.对于

一定的水平基线L,通过减去该给定基线两倍处

的坡度来分离出基线L 上的粗糙度特征sd(L)

　sd(L)＝
１
L

[H(L/２)－H(－L/２)]－

１
２L

[H(L)－H(－L)] (１９)

式中,H(L)和 H (－L)分别为兴趣点两侧距离

为L 处的高程.

４　总结与展望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作为一种主动卫星遥

感技术,星载激光雷达的发展与应用一直都得到

了各国的关注.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各科学领

域对高精度测量需求的日益增长,星载激光测高

技术因其独特的特点与优势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经过多年的探索,美国在对地观测以及对行星探

测方面都有着较为成熟的应用,在星载和机载光

子计数激光雷达测高技术领域更是处于领先地

位.日本和欧洲在对行星探测领域也都有多年的

积累,如日本航天局(JAXA)在２００７年对月观测

的SELENE激光测高仪,以及欧洲航天局(ESA)
于 ２０１８ 年 开 展 的 水 星 探 测 计 划 用 的

BepiColombo激光测高仪(BELA).从２００７年

嫦娥一号对月成功观测开始,到２０１９年高分七号

成功获取数据,中国的星载激光测高技术在一系

列国家重大科学研究和工程应用中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就,并且对当前和未来的深空探测计划和

对地观测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可以预见的是,星载激光雷达测高技术将会

朝着更高的空间分辨率、更高的测量精度以及更

高的量测效率发展;与此同时,测绘和探测的对象

也会更加多样.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研制新型星载激光器和探测器.①研制

高能量窄脉宽的新型激光器,更有效地抑制背景

噪声光子,提高激光增益、重复频率和电光转换的

效率,降低量子亏损以及对激光器的体积和重量

的需求.②研制单个激光器的多波束激光并行发

射技术,增加波束数量,减小波束地面光斑的大小

和其间的距离,增大幅宽,提高空间分辨率和观测

效率;研究采用阵列探测器同时接收多波束激光

的回波,提高阵列探测器的灵敏度和响应,降低单

个波束的所需的能量.③研制高效的多波段(多
光谱)激光器,丰富激光器发射脉冲的频域特性,
实现在多个光谱波段的同时探测,从而更有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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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目标及其属性;提高探测器在不同波长下的

量子效率,研发基于新型材料的探测器,将单光子

探测器所能够探测的可见光波段扩展为１~２μm
的近红外波段;由于波长的增大,在相同能量下发

射的脉冲可以包含更多的光子,在近红外波段目

标反射回去的光子一般也会更多,使得同等灵敏

度的探测器对单波束的能量需求将降低,有利于

进一步增加波束数.④研究星载量子激光雷达,
结合量子特性和量子力学原理,将已有的光子计

数激光雷达与量子调控相结合,利用纠缠光子对

进行量子测距,突破激光雷达在激光器信噪比、探
测器灵敏度、在复杂环境中的抗干扰性能等方面

的瓶颈,并逐步将单纯的距离测量扩展到全息测

量,如物体的速度、相位和形变等.
(２)发展卫星组网激光测高增强方法.①由

于星载多波束的光子计数激光雷达探测到的噪声

较多,不仅需要大量存储资源,也会受到传输效率

限制无法及时传至地面站,因此有必要和其他卫

星,如气象和环境卫星组网,测高卫星实时获得这

些卫星上的相关数据进行测高信号检测和噪声去

除,减小存储和下传数据,同时获得更可靠更有效

的观测数据.②为提高星载激光雷达的测距精

度,需要发展更加有效的方法来消除光行差和噪

声的影响,提高激光雷达卫星本身的位置精度;为
此可以利用在低轨道平台运行的其他卫星系统,
比如通信卫星,消除 GNSS的系统误差,从而提

高激光雷达卫星的定位精度,提升卫星到地面的

测距精度,以期将星载测距精度提高到厘米级,位
置精度提高到分米级.

(３)拓展星载激光测高的科学和工程应用.

①星载激光雷达可快速获取大规模高精度的海面

测高数据,结合海面地形精确计算大地水准面高

程,同时提高该高程估算值的时间和空间分辨率,
通过反演得到更精细准确的海洋和全球重力场,
同时为重力异常的监测和重力分布数据的及时更

新提供有效途径.②尽管目前的激光雷达卫星可

以提供大量的观测数据,然而单个激光雷达测高

卫星的时间、空间分辨率和覆盖率都是有限的,无
法实现全球范围内的重复和高分辨率测量.因

此,有必要研究不同星载激光雷达测高数据的联

合处理以及数据同化技术,研发相应的数据配准

和融合方法,消除不同激光雷达卫星之间的系统

差异,从而提供一致和完整的数据产品,实现更高

频率的全球测高.另外,也有必要融合星载激光

雷达数据与光学、微波观测数据,发挥各自的优

势,利用多源信息的融合实现对目标更全面和准

确的描述.③尽管星载激光雷达发射的信号强度

是固定的,由于大气分子和具有不同特性的目标

的散射和吸收,返回激光雷达接收器的能量强度

会存在差异.目前的光子计数激光雷达仅记录了

从目标返回的光子数,而忽略了后向散射的强度

信息.然而,后向散射强度能够反应目标的空间

结构、几何形态、材料等特性,是值得关注和挖掘

的信息.可以从两个方面实现对激光后向散射强

度的度量,一是对同一区域返回的光子进行累积,
通过累计的光子密度反映该目标的后向散射性

质;二是发展量子激光雷达,测量后向散射激光振

幅和相位,并用纠缠光子对间的强度相关性表示

目标的后向散射性质.④星载激光测高技术目前

已应用于月球、火星、水星,还可以进一步开发其

在深空探测领域的应用潜力,如对其他行星的观

测,获取行星表面的地形和粗糙度信息.此外,星
载激光雷达还可以应用于太空碎片的探测,迅速

对太空碎片进行定位,满足远距离、高精度的探测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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