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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透地雷達檢測技術 (Ground Penetrating Radar)，簡稱 GPR，其應用原理與航空雷達偵測飛機位置相類似。 係利用傳送

中的入射電磁脈波(雷達波)遭遇到不同介電物質之交界面時會部分或全部反射回來，接收到的回波可用以作為2D或3D影像

，接著進行影像處理及判讀分析，藉以瞭解受檢區域或物體內部之特性與層次。 　　本文旨在探討如何運用快速的合成孔

徑聚焦技術（Synthetic Aperture Focusing Technique ，簡稱SAFT ）將GPR檢測所獲二維圖形中之半雙曲線圖作聚焦處理，

以消除其對相鄰區域圖形的干擾及便利反射體的辨識與判讀。實驗結果顯示，在不影響結果之準確性下，本研究建議的方

法可大幅減少75%以上的SAFT計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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