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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光学遥感成像半实物仿真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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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航天光学遥感器的研究周期长、成本高，为了保证航天遥感卫星在轨成像性能，在卫星
发射前，必须在地面进行深入可靠的仿真试验研究。本文建立了由六自由度机械臂为运动平

台的航天光学遥感成像半实物仿真系统，首先建立坐标系模型并求取坐标转换参数，然后依据

ＳＴＫ（ＳｙｓｔｅｍＴｏｏｌＫｉｔ）软件生成星历数据，经坐标转换后输入到机械臂控制系统，最后根据ＴＤＩ
ＣＣＤ相机的成像原理，控制机械臂使 ＴＤＩＣＣＤ相机对三维地形沙盘线性推扫，从而获取线阵
仿真影像。仿真结果表明，建立了正确有效的仿真坐标系，可快速、稳定、实时地模拟航天遥感

对地推扫成像过程，且仿真影像中均匀分布的１２个圆形靶标的圆度均优于０９５，证明仿真影
像质量较高，可满足遥感目标的探测与识别仿真算法研究的需求，为航天光学遥感成像仿真系

统的研究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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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半实物仿真技术是一种介于物理仿真与数字仿

真之间的仿真方法，具有比物理仿真节约成本、比数

字仿真具有更高可靠性的优点，在一定程度上可减

少建模所带来的仿真误差［１］。航天光学遥感器的

研究周期长、成本高，在卫星发射前，对航天遥感卫

星的成像仿真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国内外采

用半实物仿真方法对航天光学遥感成像系统的研究

较少，国外的遥感仿真系统多采用数字仿真方法可

以得到精度较高的仿真图像［２－５］。国内有少数机构

采用全物理仿真方法研究星载光学遥感成像仿真系

统［６］，多数学者、机构采用数字仿真方法实现光学

遥感成像系统的仿真，且实时仿真方法使用较

少［７－１０］。本文首先系统地介绍了整个航天光学遥

感成像半实物仿真系统，并提出了相应的坐标系模

型和坐标转换标定方法，在此基础上结合六自由度

机械臂运动特性与 ＴＤＩＣＣＤ相机成像原理进行路
径规划，从而对三维地形沙盘推扫成像，以模拟航天

ＴＤＩＣＣＤ相机对地推扫成像过程。
２　半实物仿真系统构成与实现
２１　半实物仿真系统构成

航天光学遥感系统是指地面景物目标经过反射

或辐射的信息，经大气传输到卫星平台上的遥感器

成像，光电转换之后传输至地面，经处理再现景物信

息的全系统［１１］。航天光学遥感成像链路通常由场

景目标、照明源、大气、卫星平台、光学遥感器、数据

处理与传输、地面接收与处理等组成，整个航天遥感

对地观测成像过程示意图如图１所示。

图１　航天遥感对地观测成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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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航天光学遥感卫星对地面目标推扫成像环

节，本文构建了一种基于六自由度机械臂为运动平

台的航天光学遥感成像半实物仿真系统，由三维地

形沙盘、激光投线仪、光源、线阵 ＴＤＩＣＣＤ相机、高
精度六自由度机械臂、圆形靶标和计算机软硬件

组成。

三维地形沙盘根据郑州及附近区域的实际地形

按照一定比例制作而成，安置固定在墙上，主要用于

仿真目标场景搭建，其中沙盘的水平比例尺 １：
１００００，垂直比例尺１：３０００，长７ｍ，宽３５ｍ，线阵
ＴＤＩＣＣＤ相机采用加拿大 ＴｅｌｅｄｙｎｅＤＡＬＳＡ公司的
ＤａｌｓａＥＳ－Ｓ０－１２Ｋ４０线阵 ＣＣＤ全色摄像机，Ｄａｌｓａ
ＥＳ－Ｓ０－１２Ｋ４０线阵摄像机是新一代高灵敏度的
ＴＤＩ线阵工业数字摄像机，集合了高分辨率、高灵敏
度等特点，镜头采用德国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公司 ＡｐｏＣｏｍ
ｐｏｎｏｎＨＭ型号，相机和镜头的主要参数如表 １
所示。

表１　ＴＤＩＣＣＤ相机和镜头参数
Ｔａｂ．１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ＴＤＩＣＣＤｃａｍｅｒａａｎｄｌｅｎｓ

分辨率 像元尺寸 最大行频 镜头焦距

１２０００×６４ＴＤＩ ５２μｍ ９０ｋＨｚ ６０ｍｍ

相机运动平台采用 ＡＢＢ公司 ＩＲＢ２６００ＩＤ型号
机器人，具有荷重能力强、工作范围大等特点，机器

人最大载荷、供电电压、定位精度等性能参数见

表２。

表２　机器人性能参数
Ｔａｂ．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ｒｏｂｏｔ

最大载荷 位置重定位 路径重定位 供电电压

１５ｋｇ ００３ｍｍ ０３ｍｍ ３８０Ｖ

本文采用在航空航天领域广泛应用的仿真设计

软件 ＳＴＫ软件来完成半实物仿真系统的轨道仿真
与坐标数据生成。ＳＴＫ是由美国 ＡＧＩ公司开发的
一款在航天工业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可视化、组件

化仿真分析软件，具备良好的可视化效果、强大的数

据处理能力以及多种分析工具，核心功能包括生成

轨道星历表、可见性分析及遥感器覆盖分析等［１２］。

仿真过程如下：

１）首先确定目标仿真卫星的轨道参数，ＳＴＫ根
据轨道参数可生成仿真卫星对地观测二维和三维场

景模型，仿真卫星开始运行后，当仿真卫星星下点轨

迹过郑州时，此时遥感卫星对郑州地区成像，输出并

保存仿真遥感卫星成像时间的地心地固坐标值数

据，由于卫星过顶郑州时间很短，在此成像时间段内

卫星的轨道运动可近似为直线运动。

２）获得仿真卫星的轨道坐标后经坐标转换输
入到六自由度机械臂控制系统中，并控制相应运动

模式，ＴＤＩＣＣＤ相机搭载在六自由度机械臂末端，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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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六自由度机械臂的运动，ＴＤＩＣＣＤ相机对三维
地形沙盘进行推扫。

３）在六自由度机械臂运动的同时，根据 ＴＤＩ
ＣＣＤ成像原理设置相机行频使其清晰成像，最终经
图像采集卡传入计算机设备获得仿真遥感图像，从

而模拟航天ＴＤＩＣＣＤ相机对地推扫成像过程。
整个半实物仿真系统框图如图２所示。

图２　半实物仿真系统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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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半实物成像仿真系统实现
２２１　仿真系统坐标系建立

模拟航天遥感对地观测成像时，需要获取航天

遥感成像实际坐标数据和仿真坐标数据，因此系统

中定义了地心地固坐标系、大地坐标系、沙盘坐标系

和机器人坐标系。

地心地固坐标系又称地心固连坐标系，它是随

着地球一起转动的坐标系。坐标系原点为地心，基

本面为地球赤道面，Ｚ轴是垂直于赤道面的地球自
转轴。Ｘ轴和Ｙ轴在赤道平面内，Ｘ轴指向本初子
午线和赤道交点，Ｙ轴与Ｘ轴垂直，Ｘ、Ｙ、Ｚ符合右手
定则，地心地固坐标系坐标值用于描述卫星及星下

点的位置。

大地坐标系是以参考椭球面为基准面的坐标

系，它的坐标面是起始大地子午面和赤道面。地面

点的位置可用大地经度、大地纬度和大地高表示。

文中通过在沙盘上选取若干位置的大地经度和大地

纬度用于建立地心地固坐标系与沙盘坐标系的转换

关系。

沙盘坐标系Ｏ１－Ｘ１Ｙ１Ｚ１是自定义坐标系，考虑
地形沙盘的安装位置以及水平比例尺和垂直比例尺

等因素，通过激光投线仪在地形沙盘上投射水平和垂

直激光，分别作为沙盘坐标系的Ｘ１轴和Ｙ１轴，其中
Ｘ１轴与沙盘的长边大致平行，Ｙ１轴与沙盘的短边大
致平行，Ｚ１轴方向由右手定则可得出，沙盘坐标系作
为物方坐标系用于描述仿真目标的实际位置。

机器人坐标系包括基坐标系 Ｏ２－Ｘ２Ｙ２Ｚ２和工
具坐标系Ｏ３－Ｘ３Ｙ３Ｚ３。基坐标系原点位于机器人
安装基座的中心，Ｘ２轴指向安置基座的正前方，Ｚ２
轴方向为基座平面的法线方向且向上为正，Ｙ２轴方
向由右手定则得到，基坐标系作为过渡坐标系，用于

联系沙盘坐标系与工具坐标系的作用；工具坐标系

原点默认情况下在机械臂第六轴法兰盘中心，Ｘ３
轴、Ｙ３轴在法兰盘平面内且相互垂直，Ｚ３轴右手定
则得到，机器人工具坐标系用于模拟卫星轨道坐标

系，工具坐标系和基坐标系的转换关系可在机器人

移动的同时设置一定的采样频率由控制系统直接输

出获取。

其中沙盘坐标系和机器人基坐标系与工具坐标

系在仿真实物中示意图如图３所示。

图３　仿真实物图

Ｆｉｇ３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ｉｍａｇｅ

２２２　坐标系转换
建立仿真所需的坐标系后，为了将仿真轨道坐

标输入到六自由度机械臂的控制系统中驱动机器人

运动，从而搭载 ＴＤＩＣＣＤ相机对沙盘进行推扫成
像，需要对上述坐标系下的坐标值在同一时刻下进

行坐标转换，图４为整个坐标转换流程，Ｍ１表示地
心地固坐标系与沙盘坐标系的转换关系；Ｍ２表示
沙盘坐标系与机器人基坐标系转换关系；Ｍ３表示
机器人基坐标系与工具坐标系转换关系。

图４　坐标转换流程

Ｆｉｇ４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在沙盘中多个位置布设反光靶标作为控制点，

控制点在沙盘坐标系下的分布如图５所示，通过全
站仪量测可得控制点在沙盘坐标系下坐标值，通过

在地图上量测获得控制点的经纬度，每一个点的经

纬度都可以转换到地心地固坐标系，最终根据对偶

四元数方法［１３］可解出地心地固坐标系与沙盘坐标

９１６激 光 与 红 外　Ｎｏ．５　２０１７　　　　　　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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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转换关系Ｍ１。

图５　控制点分布示意图

Ｆｉｇ５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ｏｉｎｔｓ

在机器人工具坐标系原点 Ｏ３布设一个反光靶
标作为控制点，如图６所示，多次改变机器人位置和
姿态，通过全站仪量测可获得控制点在沙盘坐标系

下坐标值，通过机器人运动控制系统可获得控制点

在基坐标系下的坐标值，最终根据对偶四元数方法

可求出沙盘坐标系和基坐标系的转换关系Ｍ２。

图６　控制点位置示意图

Ｆｉｇ６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ｏｉｎｔ

基坐标系与工具坐标系的转换关系 Ｍ３由机器
人控制系统直接输出获得。

通过上述方法求解的坐标转换参数 Ｍ１和 Ｍ２
如表３、表４所示，表中λ表示缩放比例因子，Ｘ、Ｙ、
Ｚ表示平移量，Ｑ１到Ｑ４表示四元数的四个分量。

表３　坐标转换参数
Ｔａｂ．３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转换关系 λ Ｘ／ｍ Ｙ／ｍ Ｚ／ｍ

Ｍ１ ００９１６４１ －５６２７３ －８５８３３ －６２９６５７２

Ｍ２ ０９９９３２８ ２６６７２ ３８００８ －０１４３５

表４　坐标转换参数
Ｔａｂ．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转换关系 Ｑ１ Ｑ２ Ｑ３ Ｑ４

Ｍ１ ０１７４２ －００９００ ０４６４５ ０８６３６

Ｍ２ ０４９６６ －０５０５５ －０５０４７ ０４９３１

２２３　推扫成像与质量评价
ＴＤＩＣＣＤ在低照度下具有良好的成像性能，具

有信噪比高、结构小型轻量化的优点［１４］，是航天光

学遥感成像中最常用的遥感器之一。ＴＤＩＣＣＤ是一
种线阵推扫式ＣＣＤ，采用时间延迟方法实现对同一
目标多次曝光，以增强光能的吸收。ＴＤＩＣＣＤ相机
在推扫成像时要求运动平台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且需

要防止像移失配，否则难以获取正确的目标图像

信息［１５］。

由于ＴＤＩＣＣＤ的特殊工作方式，需同一列上的
每一个像元都对同一个目标曝光积分，即要求 ＴＤＩ
ＣＣＤ的行扫描速率与平台的运动速率要严格同步，
才能保证成像质量。因此根据 ＴＤＩＣＣＤ的成像原
理，目标景物的像移动一行时间 ｔ称为延迟积分时
间，则有：

ｔ＝ｄ／Ｖ１ （１）
式中，ｄ为像元尺寸；Ｖ１为像移速度。对于摄影系统
有：

Ｖ１ ＝（Ｖｇ／Ｈ）×ｆ （２）
式中，ｆ为相机焦距；Ｖｇ为目标景物相对移动速率；Ｈ
为摄影距离。因此有：

ｔ＝ ｄ／ｆＶｇ／Ｈ
（３）

为了保证成像质量，需满足 ＴＤＩＣＣＤ的行周期
Ｔ与延迟积分时间ｔ相等，即有：

Ｔ＝ｔ＝ ｄ／ｆＶｇ／Ｈ
（４）

则行扫描速率为：

ｆｖ＝１／Ｔ＝
Ｖｇ／Ｈ
ｄ／ｆ （５）

ＴＤＩＣＣＤ相机可通过相机控制软件改变行扫描
速率和仿真影像的分辨率。在像元尺寸和焦距不变

时，行扫描速率与摄影距离和目标景物的移动速度

有关。式（５）中分子被称作速高比，可见速高比的
变化必会引起行扫描速率的变化，因此只有设置相

应的行扫描速率才能得到高质量的仿真影像。

为评价仿真系统的成像质量，在系统中三维地

形沙盘上布设圆形靶标，采用最小二乘法拟合圆形

靶标，通过求取各个圆形靶标的圆度来评价 ＴＤＩ
ＣＣＤ相机的像移失配误差，从而评价成像质量。设
边缘点的坐标为：

（ｘｉ，ｙｉ），（ｉ＝１，２，…，ｎ） （６）
则最小二乘法求取的圆心坐标 （ｘ０，ｙ０）和半径

Ｒ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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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０ ＝２／ｎ∑
ｎ

ｉ＝１
ｘｉ

ｙ０ ＝２／ｎ∑
ｎ

ｉ＝１
ｙ{
ｉ

（７）

Ｒ＝１／ｎ∑
ｎ

ｉ＝１
［（ｘｉ－ｘ０）

２＋（ｙｉ－ｙ０）
２］１／２ （８）

圆度是指用于描述一个闭合轮廓接近圆的程

度，圆度Ｃ定义为：
Ｃ＝Ｆ／（Ｄｍａｘ

２×π），Ｃ∈（０，１］ （９）
式中，Ｆ为拟合得到的闭合轮廓的面积；Ｄｍａｘ为拟
合圆心到轮廓上最远距离；π值取３１４１５９２６，当闭
合轮廓为标准圆时；Ｃ值为１。
３　仿真试验
３１　星下点轨迹生成

为了模拟遥感卫星的成像特性和获得遥感卫

星对郑州地区成像时刻星下点坐标数据，在 ＳＴＫ
软件仿真场景中设置仿真卫星名称为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选
取高度６９４ｋｍ的近圆形太阳同步回归轨道，轨道
倾角９８７°，降交点时刻选取上午 １０：３０，遥感卫
星搭载一台 ＴＤＩＣＣＤ相机，对地进行成像。针对
上述卫星场景，以垂直成像为例，仿真区间为遥感

卫星由北向南对郑州某地推扫成像过程，得到过

顶郑州ＵＴＣ时间为１７Ｊｕｎ２０１６１０：５７：０５～１７Ｊｕｎ
２０１６１０：５７：０９，二维场景星下点轨迹如图７所示，
三维场景星下点轨迹如图８，ＳＴＫ输出的地心地固
坐标数据如表５所示。

图７　二维场景星下点轨迹图

Ｆｉｇ７Ｅｐｈｅｍｅｒｉｓｉｍａｇｅｏｆ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ｓｃｅｎｅ

图８　三维场景星下点轨迹图

Ｆｉｇ８Ｅｐｈｅｍｅｒｉｓｉｍａｇｅｏｆ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ｓｃｅｎｅ

表５　大地坐标与地心地固坐标
Ｔａｂ．５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ａｎｄＥＣＥＦ

点号
大地坐标／（°） 地心地固坐标／ｋｍ

经度 纬度 Ｘ Ｙ Ｚ

Ｓ１ １１３５６２ ３４７８１ －２２６２７７７４０４ ５１８８７５９４７１ ３９０７０９３８２７

Ｓ２ １１３５５４ ３４７１８ －２２６２８１４６４７ ５１９３３７０６９７ ３９００９４０８１８

Ｓ３ １１３５２５ ３４６５６ －２２６２８４８４６７ ５１９７９７５６１１ ３８９４７８３０４３

Ｓ４ １１３５０７ ３４５９４ －２２６２８７８８６６ ５２０２５７４２０６ ３８８８６２０５０９

Ｓ５ １１３４８９ ３４５３１ －２２６２９０５８４４ ５２０７１６６４７５ ３８８２４５３２２４

其中Ｓ１～Ｓ５表示仿真星下点轨迹过郑州的坐
标点号，每一个星下点点号的位置对应相应的经纬

度坐标和地心地固坐标；经坐标转换后得到沙盘坐

标与基坐标如表６所示。
表６　沙盘坐标与基坐标

Ｔａｂ．６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ｏｆｓａｎｄｔａｂｌｅａｎｄｒｏｂｏｔｂａｓｅ

点号
沙盘坐标／ｍ 基坐标／ｍ

Ｘ Ｙ Ｚ Ｘ Ｙ Ｚ

Ｓ１ ５２４６３ ３３８１２ ０４５７７ ２０８７８ －１４４０７ ３２１８７

Ｓ２ ５０８３３ ２６９５８ ０４７３１ ２０７８７ －１２７５６ ２５３４２

Ｓ３ ４９２０３ ２０１０４ ０４８７８ ２０７０４ －１１１０６ １８４９６

Ｓ４ ４７５７２ １３２５１ ０５０１６ ２０６２９ －０９４５５ １１６５２

Ｓ５ ４５９４１ ０６３９７ ０５１４７ ２０５６２ －０７８０４ ０４８０７

３２　路径规划与成像仿真
六自由度机械臂作为 ＴＤＩＣＣＤ相机的运动平

台，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直接决定了最终

ＴＤＩＣＣＤ相机推扫成像的质量，下面为六自由度机
械臂的路径规划与成像仿真过程。

１）考虑沙盘模型大小和目标仿真影像的成像
时间的限制，设置相机采集行扫描速率为８００Ｈｚ，
控制六自由度机械臂的运动速度为０１５ｍ／ｓ，在像
元尺寸和焦距一定的条件下，依据公式（５）可得相
机的摄影距离Ｈ为２１６３５ｍ，结合通过对偶四元数
方法求取的坐标转换参数，沙盘坐标系原点在机器

人基坐标系的Ｘ方向坐标值为２６６７２ｍ，得到推扫
成像时机器人目标点在基坐标系下 Ｘ方向的坐标
为０５０３７ｍ，从而得到最终仿真坐标数据，如表 ７
所示，其中 ＳＴ１～ＳＴ５表示成像时间内机器人第六
轴法兰盘中心在机器人基坐标系下的位置。

２）控制机器人将第六轴法兰盘中心移动到表７
中的第一个目标点坐标值的位置，记录此时工具坐

标系原点相对于机器人基坐标系的四元数姿态、轴

配置参数。

３）ＴＤＩＣＣＤ相机搭载在机械臂末端，且相机垂

１２６激 光 与 红 外　Ｎｏ．５　２０１７　　　　　　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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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安装在机械臂第六轴法兰盘平面即相机光轴中心

与法兰盘中心在工具坐标系 Ｘ方向重合，设置机器
人第六轴的角度使工具坐标系的Ｙ轴沿着表７中目
标点运动方向。

表７　目标点坐标
Ｔａｂ．７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ｏｆｔａｒｇｅｔｓ

点号 时间／ＵＴＣＧ
最终基坐标／ｍ

Ｘ Ｙ Ｚ

ＳＴ１ １７Ｊｕｎ２０１６１０∶５７∶０５０００ ０５０３７ －１４４０７ ３２１８７

ＳＴ２ １７Ｊｕｎ２０１６１０∶５７∶０６０００ ０５０３７ －１２７５６ ２５３４２

ＳＴ３ １７Ｊｕｎ２０１６１０∶５７∶０７０００ ０５０３７ －１１１０６ １８４９６

ＳＴ４ １７Ｊｕｎ２０１６１０∶５７∶０８０００ ０５０３７ －０９４５５ １１６５２

ＳＴ５ １７Ｊｕｎ２０１６１０∶５７∶０９０００ ０５０３７ －０７８０４ ０４８０７

４）设置好目标点运动方向后，将目标点坐标输
入到机器人控制系统中，驱动六自由度机械臂运动。

ＴＤＩＣＣＤ相机伴随着六自由度机械臂的运动对沙盘
推扫成像，经图像采集卡直接传输、存储到计算

机中。

５）根据公式（６）、（７）、（８）求解仿真影像中圆
形靶标参数。

通过上述步骤，获取的仿真影像以及圆形靶标

检测结果如图９所示，仿真影像求解的圆形靶标参
数如表８所示。

表８　圆形靶标参数
Ｔａｂ．８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ｔａｒｇｅｔｓ

ｘ０／ｐｉｘｅｌ ｙ０／ｐｉｘｅｌ Ｒ／ｐｉｘｅｌ Ｃ

２９８４ ５３３４４ ２８２ ０９６９

６６９７ ３７０５６ ２８０ ０９５７

１２５８６ ４５０２９ ２７９ ０９６５

１２９３８ ７６５２２ ２８２ ０９５２

１５４８４ ７９８０５ ２８１ ０９６７

１６１２９ ３３５５４ ２７８ ０９５８

２８６０３ ３５００３ ２８０ ０９５６

３２２７６ ２５１２１ ２７８ ０９５３

３４５８７ ６８６５８ ２７９ ０９５６

４７９１５ ５４７０４ ２７７ ０９６４

５０９５０ ９９０７８ ２７９ ０９７７

５１６６２ ８２５０８ ２８０ ０９５８

仿真结果表明，仿真影像成像清晰，影像中均匀

分布的１２个圆形靶标的圆度优于０９５，证明仿真
系统获取了影像质量较高，达到仿真的预期目的，可

为后续仿真系统的评估以及遥感目标探测与识别提

供重要的数据源。

图９　仿真影像

Ｆｉｇ９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ｅ

４　结　论
针对航天光学遥感成像链的关键环节构建了航

天遥感成像半实物仿真系统，建立了仿真所需坐标

系模型并求取坐标转换参数，根据 ＴＤＩＣＣＤ相机的
成像原理对机械臂路径规划，控制机械臂使 ＴＤＩ
ＣＣＤ相机对三维地形沙盘推扫成像。仿真试验结
果表明依据建立的仿真坐标系可快速、稳定、实时模

拟航天ＴＤＩＣＣＤ相机对地推扫成像过程，获得了三
维地形沙盘的线阵仿真影像，且仿真影像中１２个圆
形靶标的圆度均优于 ０９５，证明仿真影像质量较
高，可满足遥感目标的探测与识别仿真算法研究的

需求，为航天光学遥感成像仿真系统的研究提供一

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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