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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识带来很大 困难 是 由 图象 形成方法直接引起 利用雷 与地面场景

之间的相对运动
,

通过信号处理和运动补偿可以获得很高的方位分辨率
。

但 目标以不可预

测 的方式运动时
,

则这种成象方法就不能正常工作
,

从而引起散焦
、

模糊和方位偏移
。

本文在分析机载 运动 目标 回波信号特点的基础上
,

引入了一种动 目标成象的调

频率匹配滤波方法
,

用以解决由于二次相位失配引起的方位散焦问题
,

提出了一种有利于

实时处理 的多普勒调频率匹配矩阵数据结构
,

可节省运算量的开支
。

动 目标 合 成 孔 径 雷 达 回 波 分 析

机载雷达与 目标间的相对运动产生 了回波信号相位的变化
,

它可 以通过相对运 丈的距

离历程来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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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一特定频率
,

其间隔 由频率分辨率决定
。

例 如具有 个系数的频率中心 的数字滤波

器的传递函数定义为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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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采样间隔
。

将这种滤波方法推广至调频率滤波
,

即定义一个系统传递函数
,

使其中心斜率为

它具有如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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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它们有极为相似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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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应。其中 表示共扼复转置
。

考虑 氏 矩阵
,

发现 氏 为酉阵
,

有重要性质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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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颇率滤波器处理结构

从 式可知
,

如果动 目标引起的线性调频波的斜率已知
,

则可构造一个矩阵否
, ,

在原始回波信号经 处理后
,

与矩阵 氏 进行相乘
,

从而可得到关于动 目标的信息
。

实

际情况中
,

歹 中不仅包含动 目标信息 石
,

还包含静止 目标信息 百 ,

若 五 石
,

则通过 歹

处理后
,

可以得到动 目标成象图
。

使 五 项影响减小的方法很多
,

如伯格算法
,

在此不详细

讨论
。

在第 节构造 百二 时
,

是 以 拜 已知为前题的
,

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
,

动 目标运动参

数未知
,

即 拼 是不可知 的
,

这样在处理 动 目标问题时
,

须根据料 的运动范围和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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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栩却

定的准则 提取动 目标信息

事实上
,

氏
,,

否, ,

⋯
,

几
、 不必根据定义式去构造

,

它可以根据分辨率要求按

图 结构生成
,

这种结构可以预先存贮在处理机中
,

极有利于机载实时处理
。

计 算机 模 拟

根据本文所研究的 动 目标方位聚焦方法
,

我们在计算机上进行了模拟实验
。

系

统参数为 载机高度
,

速度 匀速直线飞行
,

天线视角
。 ,

脉冲重

复频率 《 旧
,

波长
,

波束宽度
。 ,

方位分辨率
,

方位采样 点
。

第一组实验为多个运动 目标运动参数不同情况下 特指方位向速度不同 的调频率匹

配滤波结果
,

示于图 至图
。

三个运动 目标分别处于地面位置
,

和 一

处
,

径向速度分别为
,

和
,

方位 向速度分别为
,

和
,

不考虑地面静止 目标的影响
。

图 是此时的回波频谱图
,

径向速度的不 同



定的聚焦作用 但幅度值相对地小 根据分辨率要求采用 定的门限就可 以提取感兴趣

的速度段而
“

屏蔽
”

其余的速度区
,

达到分别精确成象的 目的
。

第二组实验考虑地面静止 目标杂波的影响
,

实验结果如图 至 图 所示
。

运动 目标位

于地面
,

径向速度 磷 为
,

方位 向速度 为
。

图 是原始接收信号

的频谱分布图 图 是采用 中心频率前置滤波方法
,

以中心频率在
、

带宽为

的带通滤波器进行多普勒中心频率匹配处理后的频谱图 图 是不采取聚焦处理而得到的

地面成象图
,

可见图象散焦十分严重
,

不利于检测和 目标提取
,

对图 象的判读产生影响

图 是采用参数 乍 一 构造滤波器处理后 的结果
,

运动 目标成象在正确的地面

位置上
,

并且聚焦很好
,

幅度较大
,

便于判读
。

结 论

本文根据运动 目标回波的特点
,

引入了多普勒调频率匹配滤波器的概念
,

并利用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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