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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比较敏感 它通过计算 滤波后的残差序列来估计 参数 残差 时间序列 的计算是非递

推的
,

每到达一个数据都需要重新计算整个序列
,

使计算量陡然增大并需要耗费大量的存储器

保存整个观测信号
。

为克服这些缺 点
,

本文设计 了一种基于高阶累积量的 模型的 自适

应辨识算法
。

它不用直接计算残差序列
。

自适 应 辨 识 算 法

基于高阶累积 的辨识方程组

考虑一个因果非最小相位 模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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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应用 中我们须用观测数据估计累积量
,

再代入 式求解 参数
。

如果模型 式

稳定
,

输入信号 平稳
,

并且它的前八阶累积量绝对可加
,

则累积量估计是一致的 ,
。

根

据 式
,

参数估计是累积量估计的连续函数
,

而一致估计 的连续函数仍然是一致的
,

所以 参数估计是一致的
,

即数据趋于无穷多时
,

应劝 依概率收敛于 种
,

从而 式右边

最后一项收敛于
。

高斯随机过程的线性组合仍为高斯过程
,

因此 式右边第二项可看作一

有色高斯噪声
。

由 试司 估计 句 的问题即为加性有色高斯噪声中非最小相位 模型的盲辨

识 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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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贤达等人 提出了以下基于高阶累积量的 模型的线性辨识方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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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差序列的定义 式和以上两条性质的重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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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按下式 由观测信号累积量的估计值和 参数的估计值估计残差序列的累积量

护
这种步长具有最快的收敛速度

。

仿 真 实 验 结 果

此处提供一个典型的仿真例子
。

数据长度为
,

信噪比为
,

非最小相位
,

模型为
二 一 一

·

。 一 。 二 。 一
·

它具有双重极点
,

而零点为 士
。

输入信号 叨 是一个指数分布随机过程 行
, 守 二

,

”
。

加性噪声 可 是一高斯 过程

。 。 一 。 。 一 。 ,

其中 。 是高斯白噪声
。

设模型阶数 已知 采用三阶累积量辨识此系统
。

图 给出了 次

试验的辨识结果
。

可见 参数的估计结果很好 参数估计有初始振荡
,

因为它依赖

于 参数的估计
,

而 参数估计一开始不是十分准确
。

大约 点后 参数趋于收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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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设计 了一种基于高阶累积量 的 模型的 自适应辨识算法
。

高阶累积量的采用保

证了高斯有色噪声 的抑制和模型相位信息的提取
。

算法在每次迭代中先估计 参数
,

再估计

参数
,

但不用计算残差序列
,

从而减小 了计算量和存储量
。

由选用 的线性方程组保证了参

数 的唯一可辨识性
。

仿真实验结果验证了算法 的有效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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