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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坡度对地表水文、土壤侵蚀、土地利用规划有着重要的影响，区域尺度上的坡度通常基于数字高程模型

（ＤＥＭ）提取。区域尺度上，高分辨率坡度数据由于 ＤＥＭ获取途径、方式等原因，较难获得，通常通过超分辨率重构

（又称降尺度变换）得到。以黄土高原地区水平梯田地形为研究对象，基于无人机摄影测量技术，生成不同分辨率

的 ＤＥＭ数据并提取坡度，设计并给出了基于稀疏混合估计对 ＤＥＭ数据进行超分辨率重构的方法及流程，并与最

近邻法、双线性插值法、三次卷积插值法比较，结果表明所提方法在空间分布和误差方面上均优于其他方法。

关键词：侵蚀；梯田；坡度；超分辨率重构；稀疏混合估计

中图分类号：Ｓ１５７；ＴＰ７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７）０１０１１２０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 １０ １９　修回日期：２０１６ １１ １８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４１３０１２８３、４１３７１２７４、４１３０１５０７）、陕西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２０１５ＪＭ４１４２）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

专项资金项目（ＱＮ２０１３０５１、２０１３ＢＳＪＪ１０５）
作者简介：张宏鸣（１９７９—），男，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空间大数据管理和区域土壤侵蚀评价研究，Ｅｍａｉｌ：ｚｈｍ＠ｎｗｓｕａｆ．ｅｄｕ．ｃ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ＤＥＭ Ｓｕｐｅｒ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ｎＴｅｒｒａｃｅｄ
ＦｉｅｌｄＳｌｏｐ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ＺＨＡＮＧＨｏｎｇｍｉｎｇ１　ＳＯＮＧＺｅｌｕ１　Ｙ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ｔａｏ２　ＹＡＮＧＱｉｎｋｅ３　ＷＡＮＧＣｈｕｎｍｅｉ３　ＬＩＲｕｉ４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Ａ＆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Ｙａｎｇｌｉｎｇ，Ｓｈａａｎｘｉ７１２１００，Ｃｈｉｎａ
２．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Ａ＆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Ｙａｎｇｌｉｎｇ，Ｓｈａａｎｘｉ７１２１００，Ｃｈｉｎａ

３．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Ｕｒｂａｎ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ｎ７１００６９，Ｃｈｉｎａ
４．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Ｓｏｉｌ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Ｙａｎｇｌｉｎｇ，Ｓｈａａｎｘｉ７１２１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ｌｏｐｅｉ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ｋｅ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ｗｈｉｃｈｈａｄａｃｌｏｓ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ｉｔｈｓｏｉｌ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ｌｏｓｓｅｓａｎｄ
ｌａｎｄｕｓｅ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ｉｔｉ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ｍｏｓ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ｉｅｃｅｓ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ｍａｎ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ｏｕｒｃｅ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Ｓｌｏｐｅｗａｓｕｓｕａｌｌｙ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ＤＥＭ）ｉ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ｃａｌｅ．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ｔｉｓ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ｔｏｏｂｔａｉｎＤＥＭｓｗｉｔｈｇｒｉｄｓｉｚｅ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１０ｍｆｒｏｍ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ｏｒ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ｃａｌｅ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ｍａｐｓｔｈａｔａｒｅｎｅｅｄｅｄｔｏｉｎｃｌｕｄｅ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ｃｈａｎｇｅｓｄｕｅｔｏｔｅｒｒａｃｅｓ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ｍａｎ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Ｔｈｕｓｔｈｅ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ＤＥＭｓｗｅｒｅｕｓｕａｌｌｙ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ｓｕｐｅｒ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ｒ
ｄｏｗｎｓｃａｌｉｎｇｆｒｏｍｌｏｗ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ＤＥＭｓ．Ａｓａｂａｓｉｃｄａｔａｓｏｕｒｃｅ，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ＤＥＭｓｃｒｅａｔｅｄｂｙｓｕｐｅｒ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ｄｏ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ｔｈ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ｌｏｐｅ．Ｄｒｙｔｅｒｒａｃｅｄｆｉｅｌｄｓｉｎｔｈｅｈｉｌｌｙｌｏｅｓ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ｒｏｕｎｄ
ＬｏｎｇｑｕａｎｏｆＹｕｚｈｏ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ｗｅｒｅｔａｋｅｎａｓ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ＤＥＭｓａｎｄｏｒｔｈｏｐｈｏｔｏ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ｉｎ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５
ｂｙＵＡＶｂａｓｅｄ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ｗｅｒｅｕｓ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ＥＭｓｄａｔａｗａ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ｉｎ５ｍ，１０ｍ，
２０ｍａｎｄ４０ｍ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ｆｏｒｓｌｏｐｅｐｒｏｄｕｃｅ．Ｓｐａｒｓｅｍｉｘｅ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ＭＥ），ｎｅａｒｅｓｔｍｅｔｈｏｄ，
ｂｉｌｉｎｅａｒ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ｃｕｂｉｃｍｅｔｈｏｄｗｅｒｅｕｓｅｄｆｏｒＤＥＭｓ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Ｆｉｎａｌｌｙ，ｔｈｅｓｌｏｐｅｗａ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ＤＥＭｓａｎｄ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ＤＥＭ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ＭＥｍｅｔｈｏｄｗａｓｔｈｅｂｅｓｔ
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ＤＥＭｓｓｕｐｅｒ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ｌｏｐ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ｒｏｓｉｏｎ；ｔｅｒｒａｃｅ；ｓｌｏｐｅ；ｓｕｐｅｒ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ｐａｒｓｅｍｉｘｅ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引言

地形地貌决定着物质、能量的形成与再分配，是

影响土壤侵蚀的重要因素之一
［１］
，坡度能够定量描

述地面的倾斜程度，是土壤侵蚀和水土保持措施布

设的重要地形指标
［２］
。在坡面尺度上，坡度可以通



过实测来获得，在中小流域尺度上，坡度主要利用中

低分辨率数字高程模型（ＤＥＭ）来提取［３］
。研究表

明，随着分辨率的降低，坡度呈现衰减趋势，坡度已

经不能真实反映实际地表特征，导致与坡度相关的

水文模型、侵蚀模型的精度降低
［４－５］

。一直以来高

精度 ＤＥＭ较难获取，为了减少坡度衰减，众多学者
对较低分辨率的坡度进行尺度变化的研究

［４，６－１０］
，

有部分学者利用地貌学理论采用地形起伏度
［１１］
、侵

蚀势能
［１２］
、粗糙系数

［１３］
和河网密度

［１４］
等来克服坡

度衰减引起的宏观尺度变化问题，但很显然坡度更

多的是反映微观尺度的最佳指标
［２］
。部分研究者

通过空间插值算法、统计特征等来增强坡度尺度效

应的衰减对地形起伏的表达能力，如最近邻法
［１５］
、

双线性插值法
［１６］
、三次卷积插值法

［１７］
、直方图匹

配
［１８］
、坡度图谱变换

［１９］
、分形

［７］
等。尽管做了大量

的研究工作，但目前坡度超分辨率重构 （Ｄｏｗｎ
ｓｃａｌｉｎｇ，也称降尺度变化）的研究中主要存在两个
问题：研究方法有待完善，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

展，信号处理、人工智能等方法不断应用在地学领

域，新方法是否适用，需要验证；缺乏高分辨率的数

据进行验证，一直以来，利用中低分辨率数据进行研

究，容易获得坡度衰变规律，但是缺乏相应高分辨率

数据进行结果验证，这也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之

一。近年来，ＤＥＭ获取技术发展迅速，航空摄影测
量、干涉测量法、ＬｉＤａｒ（Ｌｉｇｈ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ａｎｇ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尤其是无人机技术，能够方便、快捷地
获得较高精度的 ＤＥＭ。

本文在前期研究基础上
［３，２０－２４］

，通过无人机航

空摄影测量获取大面积、高精度梯田 ＤＥＭ，应用稀
疏混合估计及常用的空间差值方法对不同 ＤＥＭ数
据进行超分辨率重构，获取相应更高精度的 ＤＥＭ，
提取坡度进行对比。该算法的优势在于对图像中非

直线型边缘和曲面处，能提供稳定高效的近似最优

表示，它可以捕捉图像中边缘轮廓的细节信息，也可

以更加稳定的表示自然图像的各种复杂的形态结构

成分
［２５］
。坡度数据在高频部分的特征容易丢失，而

稀疏混合估计方法对此具有一定的优势，本文以此

进行试验。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重构算法
ＤＥＭ的超分辨率重构问题与图像采集和恢复

中的逆问题类似，是当今图像超分辨率算法研究的

重点
［２５］
。使用稀疏混合估计

［２５］
的方法可以使图像

在超分辨率重构时得到更加精确的结果。本文将算

法引入到 ＤＥＭ数据中计算坡度。经过稀疏混合权

重计算后的系数在稀疏信号中表示一个基本的块，

并且它们最小化的 Ｌ１范数（即块中的各个元素绝
对值之和）考虑到了每个块中的 ＤＥＭ数据中地形
的规律性。稀疏混合估计的模型为

ｙ＝∑
θ∈Θ
∑
ｑ∈θ

槇ａ（θ，ｑ）ｙθ，ｑ＋ｙｒ （１）

其中 ｙθ，ｑ＝∑
ｐ∈ＢΘ

ｃ（ｐ）槇Ψｐ

此模型可以针对非标准源分离问题进行解释。

ｙθ，ｑ是对应每组块的稀疏近似值，它是由字典中的稀

疏估计系数 ｃ确定的，槇Ψｐ是该块中的数据。其中，

混合参数 槇ａ（θ，ｑ）必须是从一组已知来源 ｙθ，ｑ中获
得，即高度冗余的估计，目的是为了对它们的二次规

则性进行先验信息检测。ｙｒ是残差量，没有具体的
规律性。而稀疏混合估计的核心是引入了加权 Ｌ１
范数来进行优化。线性混合估计公式为

∑
θ∈Θ
∑
ｑ∈θ
‖槇Ｒθ槇ａθ，ｑｙθ，ｑ‖

２＝∑
θ∈Θ
∑
ｑ∈θ
｜槇ａθ，ｑ｜

２‖槇Ｒθｙθ，ｑ‖
２

（２）

式中　槇Ｒθ———坡度数据中规则性信息组合的正则化
结果

针对坡度数据，单纯应用上述线性混合估计考

虑不到它的稀疏性。因为对于坡度数据，许多地形

不复杂的地形坡度有一定的规律性，也有许多位置

的坡度为零，因此使得 ｙθ，ｑ中的许多值都接近或者
等于零。对于那些比较复杂的地形，则假定坡度模

型具有特定的规律性。这意味着，当参数 θ存在一

个或者不存在时，混合参数 槇ａ（θ，ｑ）在局部上不能被
忽略，所以它是稀疏的。稀疏先验被用于标准的盲

源分离问题，它也适合坡度数据的重构，在这种情况

下，稀疏不施加在来源上面，而是施加在稀疏混合系

数上面。Ｌ１范数更换带来的偏差为

Ｌ（槇ａ）＝１
２
ｙ－∑

θ∈Θ
∑
ｑ∈θ

槇Ｒθ槇ａθ，ｑｙθ，ｑ
２

＋

λ∑
θ∈Θ
∑
ｑ∈θ
｜槇ａθ，ｑ｜

２‖槇Ｒθｙθ，ｑ‖
２

（３）

其中，λ为 槇Ｒθ的特征值。而通过这个未知 槇ａ（θ，ｑ）
的二次函数的最小化可以作为计算的标准算法，比

如阈值迭代。

作为使用了 Ｌ１与 Ｌ２（即块中各个元素平方和
的１／２次方）混合规范的算法，不仅与一组块的稀
疏恢复后的坡度数据有关系，而且也和每个基本

块内施加的一个坡度的规律性规则化分解有关

系。此外，它不会对每个混合系数的分解参数进

行优化。而每个基本块中的坡度数据具有一定的

规律性，由这些通过平均混合得到的最终混合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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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结果为

槇ａ（θ，ｑ）＝１Ｉ∑
Ｉ

ｉ＝１
槇ａｉ（θ，ｑ） （４）

针对 ＤＥＭ数据源，本文应用稀疏混合方法，主
要包括读取 ＤＥＭ数据、修改数据格式、稀疏混合估
计因素放大（包括 Ｔ１小波变换、Ｔ１小波逆变换、正
交分块匹配追踪、计算混合系数、读取混合系数并存

入相应位置等），得到高分辨率 ＤＥＭ，对该 ＤＥＭ提
取坡度。

算法流程可描述为：

（１）获取 ＤＥＭ数据源，将 ＤＥＭ数据保存在一
个二维数组中，并保存 ＤＥＭ数据头信息。

（２）处理二维数组，并将处理的二维数组以及
一组预设的外插标记一起输入，进行稀疏混合估计

因素放大。

（３）将数据进行 Ｔ１小波变换和 Ｔ１小波逆变
换。

（４）正交分块匹配追踪。
（５）计算混合系数。
（６）控制输出的数据格式，并将其转化成 ＤＥＭ

数据格式（ＡＳＣＩＩ）。
（７）从高分辨率 ＤＥＭ数据中提取坡度。
基本流程见图１。

图 １　算法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１２　研究区域

鉴于坡度对水土流失影响严重，同时坡度衰减

多集中于高频部分
［２６］
，因此本文选取黄土高原地区

坡度变化较极端的梯田地区进行测试。

本文以榆中地区龙泉乡周围黄土丘陵区典型旱

梯田为样区，该样区梯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地理坐

标范围东经 １０４°１０′５８″～１０４°１９′５１″，北纬 ３５°３４′４″～

３５°４０′５６″。该实验样区 ＤＥＭ数据及所在黄土高原
地区的位置如图 ２所示，高程范 围１９５１０３～
２５４５５５ｍ，研究区在黄土高原的位置如图 ２右下
角红色边框标注范围所示。梯田根据田面坡度的不

同，一般分为水平梯田、坡式梯田、隔坡梯田和软埝

梯田
［２７］
，研究区以水平梯田为主。

图 ２　甘肃省榆中县龙泉乡 ＤＥＭ及所在黄土高原位置图

Ｆｉｇ．２　ＤＥＭａｎｄ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１３　方法对比

本文方法（简称混合估计法）分别与最邻近

法
［１５］
、双线性插值法

［１６］
和三次卷积插值法

［１７］
进行

对比。

基于无人机摄影测量获得的点云数据，生成不

同分辨率的 ＤＥＭ数据（４０ｍ、２０ｍ、１０ｍ、５ｍ）。应
用不同重构方法，将 ３个分辨率（４０ｍ、２０ｍ、１０ｍ）
的 ＤＥＭ数据生成对应 ＤＥＭ数据（２０ｍ、１０ｍ、５ｍ），
使用最大坡降法分别计算两套数据，并进行对比。

４０ｍ到２０ｍ的重构称为 Ｒ２０，２０ｍ到 １０ｍ的重构
称为 Ｒ１０，１０ｍ到 ５ｍ的重构称为 Ｒ０５。为方便查
看结果，本文截取了实际 ＤＥＭ部分坡度计算结果，
如图３所示。为了清楚地了解实际数据与重构数据
的差别，将３种分辨率下的重构计算结果与实际计
算结果做差，并统计结果频率及累计频率，对规律进

行分析。

以均方根误差（Ｒｏｏｔ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ｅｒｒｏｒ，ＲＭＳＥ）
对客观模型的准确性进行度量，其值越小，表明客观

评价算法对主观评分值预测越准确，模型的性能越

好，反之越差。实际图像的 ＲＭＳＥ为零。本文以高
精度 ＤＥＭ计算的坡度作为真值，以重构后计算的坡
度作为观测值，进行计算。

２　实验结果分析

２１　坡度空间分布结果
４种方法对不同分辨率 ＤＥＭ如图 ４所示，由上

到下３幅图分别为 Ｒ２０、Ｒ１０、Ｒ０５，颜色由绿到红表
示坡度逐渐增大，得到如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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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３种分辨率坡度数据

Ｆｉｇ．３　Ｓｌｏｐｅ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ｍａｐ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ｒｅ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图 ４　重构后坡度计算结果

Ｆｉｇ．４　Ｓｌｏｐ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ｆｔｅｒ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１）４种方法对应的 Ｒ２０、Ｒ１０、Ｒ５重构结果得

出的坡度与实际 ２０ｍ、１０ｍ、５ｍ分辨率 ＤＥＭ数据
计算结果相比较，均为实际计算精度数据更好。同

时随着分辨率的升高，重构结果的空间分布与实际

计算结果的空间分布情况越来越接近。

（２）从重构结果中可以看到，中频部分（黄色）
的重构结果好于低频部分（绿色）和高频（红色）部

分。对于 Ｒ２０，由于 ＤＥＭ精度不高，梯田的地形特
征已经模糊，因此坡度重构情况表现并不明显，但与

实际计算结果对比，坡度较陡的地方在 ４种算法的

重构中，混合估计法均效果好；对于 Ｒ１０，与实际结
果相比较，坡度连续变换之处（梯田处），混合估计

法的重构后的效果更加明显，可以看见其明显的纹

理界限；对于 Ｒ０５，由于 ＤＥＭ本身精度较高，因此在
３种分辨率的重构结果中，坡度与地形特征的吻合
度最好。对于梯田的坡度特征，混合估计法的重构

较其它３种算法的结果在纹理上更加细腻，空间分
布与高程变化特征更加吻合，这表明：混合估计方法

对 ＤＥＭ降尺度变化后的数据提取坡度空间分布效
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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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计算结果的统计分析
本文以 Ｒ０５过程为例，将混合估计法得到的坡

度数据和其它算法得到的坡度数据分别与实际

１０ｍ精度的坡度数据做差。得到的空间分布情况
如图５所示。

从中可以看到：４个算法的重构结果，在坡度高
频部分（图５ａ～５ｄ中红色部分）和坡度低频的地方
（图５ａ～５ｄ中绿色部分）重构的结果与实际计算结
果的差值较大（图５ｅ～５ｈ），重构效果不理想。误差

较大的范围主要集中在陡坡（大于 ４５°）和缓坡（小
于１０°）上。相较于４种算法，混合估计法（图 ５ｅ～
５ｈ中绿色部分）差值明显小于其它 ３种算法。通过
表１的３组值可以看到，重构结果与实际数据相差
最小为零，但相差最大处的坡度结果混合估计算法

达到了 １８３６°，而双线性插值法则达到了 ３７５９°。
在差值的平均值上混合估计的结果也是最小，因此

混合估计法在重构时可以保持的坡度范围要高于其

它３种方法。

图 ５　重构后坡度提取结果分布及差值对比

Ｆｉｇ．５　Ｓｌｏｐ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ａｆｔｅｒ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ｓｌｏｐ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图 ６　坡度分布的频率及累积频率曲线

Ｆｉｇ．６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ｃｕｒｖｅｓａｎｄ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ｓｌｏｐ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表 １　坡度差值结果

Ｔａｂ．１　Ｓｌｏｐ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ｒｅｓｕｌｔ （°）

参数 最邻近法 双线性插值法 三次卷积插值法 混合估计法

平均值 ２４１ ２８３ ２６６ １６７

最大值 ２４４６ ３７５９ ３２２４ １８３６

最小值 ０ ０ ０ ０

２３　ＲＭＳＥ结果
均方根计算结果：稀疏混合估计法为 ２１０６°，

最邻近法为 ３３５９°，三次卷积插值法为 ３８４１°，双
线性插值法为 ４２３２°。结果表明稀疏混合估计方
法的误差最小。针对其误差分布，本文对坡度进行

频率（图６ａ）及累积频率曲线（图６ｂ）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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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无论频率曲线还是累积频率曲线，

混合估计法的坡度曲线与实际数据曲线基本重

合，而其它算法重构的结果与实际数据相差比较

大，这也说明混合估计法在降尺度变化时，对坡度

的重构效果更好。重构效果从高到底依次是混合

估计法、最邻近法、三次卷积插值法和双线性插值

法。

为了对比４种算法结果与实际数据差别的具体
分布位置，本文将 ４种算法重构结果分别与实际数
据做差，计算坡度差值频率（图 ７ａ）及累积频率
（图７ｂ）分布。可以看到：与实际计算数据相比较，
在重构中相符的数据中，混合估计法重构结果与实

际数据相符度更高，能达到９２％左右（０°处），而其
它３种算法只有不到 ４％；在重构结果出现偏差的
坡度中，混合估计法偏差结果 ９６８％的为 ５°以下，

而这个比例，对于最邻近偏差达到 １１°，三次卷积法
达到２８°左右，双线性插值法达到 ４４°。由此可以看
出混合估计法的重构结果更好。因此，对于高频坡

度较多的 ＤＥＭ数据，稀疏混合估计方法进行降尺度
变化，对坡度提取结果的影响较小。

从上述可以看出，在中低分辨率的重构上，混合

估计法相对于最近邻法、双线性插值法和三次卷积

插值法的效果比较好，在 ２０ｍ往上的高分辨率
（１０ｍ）上进行更高分辨率的重构时，重构后的空间
分布结果与重构前的空间分布结果平均误差分别

为：混合估计为１６７°，最近邻差为 ２４１°，三次卷积
差为２６６°，双线性插值差为 ２８３°，可以看到这个
差别与实际结果的差别已不显著。在与实际数据计

算结果的差值方面，混合估计法相对于其它 ３种方
法更加接近实际计算结果。

图 ７　坡度差值分布的频率及累积频率曲线

Ｆｉｇ．７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ｃｕｒｖｅｓａｎｄ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ｓｌｏｐ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３　结论

（１）通过各算法重构结果的空间分布和结果统
计分析可以发现，针对梯田地区坡度超分辨率重构，

结果准确程度从高到底依次是稀疏混合估计法、最

邻近法、三次卷积插值法和双线性插值法。在重构

时，陡坡（大于 ４５°）和缓坡（小于 １０°）的重构效果
较差，而两者之间的坡度重构结果较理想。在不同

分辨率情况下，高分辨率重构效果差别已不大，但稀

疏混合估计法在高频部分的重构误差要小于其它 ３

种方法；对中分辨率进行重构的效果，稀疏混合估计

法重构的结果在低频部分要优于其它３种方法。
（２）基于稀疏混合估计法的 ＤＥＭ降尺度变化，

其结果对坡度的提取影响最小。坡度提取结果在空

间分布上均丢失了低频和高频部分，４种方法均无
法恢复实际结果；混合估计法对于低分辨率数据的

低频部分和高分辨率数据的高频部分的重构，表现

较好。在整体数据的误差上，稀疏混合估计法所产

生的误差最小。因此稀疏混合估计法可作为研究坡

度尺度变化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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