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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综合与普通相位编码脉冲压缩相结合时的脉冲压缩性能

的距 离模糊 函 数

的天线系统由均匀分布在两个圆周上的 二 个发射天线阵元和 凡 个接

收天线阵元组成
,

如图 所示 第 个阵元辐射信号的复数形式为

二八
, ,

⋯
, ,

其中 了兀
,

引三爪
,

否则为零 为发射脉冲宽度 八 表示第 个阵元发射

信号的频率
,

二 △
,

为中心载频
,

△ 为发射信号之间的频率间隔
,

为各阵

元发射信号频率编码 的码元
, 、 任 ,

士
,

士
,

⋯
,
士 发射信号的总带宽 二 从 △了 由

于各阵元采用异频发射方式
,

因而系统的距离分辨率就仅与发射信号的总带宽有关 假定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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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

与阵列中心的距离为
。 ,

在窄带假设 即各阵元发射信号的包络时延可以近似相等

条件下
,

第 路接收信号的复包络为

离栅瓣 当 △了二 时
,

在 △
·

州 饥
, ,

⋯
, 一 时出现距离栅瓣

,

即

二 士。 △ 二 士
,

。 二 , ,

⋯

另外
,

式中因子 卜
·

二 △ 劝」 二 △介 」的脉宽 在
一

在 中
,

由于
,

因此
,

经脉冲综合后脉宽 、

, 一

处 为 叮 、 △ 二

叮
,

则脉压 比为

二 二
·

△

从图 中的距离模糊图可看出
,

△ 越大
,

主瓣越窄
,

但存在距离栅瓣 为了克服栅瓣效应
,

本文仅讨论 由 个紧连着的子脉冲组成的相位编码信号在 中的应用

基 于相位编码 的脉冲压 缩性能

伪随机编码信号 的模糊函数大多呈近似图钉型
。

为了提高脉冲压缩 比
,

通常采用伪随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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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即宽带处理模型 对 目标 第 路接收信号 的复包络为

。 一

艺艺
‘ ‘一 几、‘一 , “

无

上沥一一
、

上乙
、

·

口二 △ 忿一 几、‘ 一 尹 口二 一几、‘一 尹 ,

其中 几

合处理
。

几 一 几 几‘ 在接收端根据相位编码序列建立匹配滤波函数库
,

并进行脉冲综

这时距离模糊函数为

了 一 ’‘‘ 才‘ 丁 ‘一 , 下 且 , 十 八 丁 ,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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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

脉冲综合后的脉宽 可分三种情况 当 双 时
,

主瓣主要为 式右边的第二个

分量
,

则脉宽 由 决定 当 双 时
,

主瓣主要为 式右边的第一个分量
,

则脉

宽 由发射信号带宽决定 当 叮 与 比较接近时
,

脉宽 由发射信号带宽和子脉冲宽

度 同时决定
。

另外
,

从
,

式可看 出
,

距离旁瓣由编码序列 的非周期 自相关函数和互相关函数确

定
。

为 了得到尽可能低的距离旁瓣
,

在选择各阵元辐射信号的编码序列时
,

不仅要求这些序列

具有 良好的 自相关特性
,

而且彼此间具有 良好的互相关特性
,

即要求 自相关函数的最大旁瓣 电

平和最大互相关函数值 比较低 从 图 所示的采用编码序列时的距离模糊图可看 出
,

码长越

长
,

峰值旁瓣 越低
,

甚至 比图 中 △ 二 时要低 以上 表 给出了几种不

同情况下的脉冲压缩 比
。

图 给出了 及 二 “。 , , 尸 时 的距离和方

位模糊图
,

可见距离和方位旁瓣都比较低

要求各向同性照射
,

当发射信号采用相位编码序列调制
,

且 △ 不等于整数时
,

是

否满足该要求 图 给出了 二 拼 , ,

尸 时的能量辐射 图
。

可见
,

在不同

方 向上辐射能量在 士 范围内变化
,

在工程上可以近似认为是各向同性照射 所以在

中采用相位编码序列时
,

就允许增大
,

即可增大发射信号能量
,

增大作用距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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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距离和方位模糊图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期 陈伯孝等 基于相位编码的稀布阵综合脉冲孔径雷达的脉冲压缩性能分析

结束语

本文针对稀布阵综合脉冲孔径雷达
,

讨

, 二 印 匆。 乞。夕,

爪 。‘ ,
,

爪
’

一

叮

场 叮

一

妙
一

,

, , , 一

年生
,

博士
,

目前主要从事雷达信号处理
、

目标跟踪等方面的研究

年生
,

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长期从事雷达系统和雷达信号处理等领域的研究工作

男男陈伯孝

张守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