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雷达的发射信号是一个调频周期 远大于最大作用距离处 目标回波时延 瑞 的

线性调频信号
,

如图 所示 由于点 目标回波与发射信号的差频正比于 目标距离
,

因此
,

目标回

波与发射信号进行混频得到差拍信号
,

再经傅里叶变换就可以在频域内获得 目标的距离信息
,

如图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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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拜 风 护 户 介 介 九 八 科护几 几 为与距离成正 比的

差拍频率
,

九 二 一 一 的 、 为回波信号多普勒频移
,

久 几 一 尹拼咭 、

城 几 一 料褚 一 十 风几 十 爪 肠洋 」二 口。 一 九。 为差拍信号在 时刻的相

位
, 。 二 斌 几 一 拼堵 为 时刻的初始相位 从而得到 ,

。 的近似表达式

。 , , , 、 。
、 ,

。
, 。 以 二刀 丈 一 七拜 一 义

’ ‘ 拼几以一 几生
’

日。 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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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

与脉冲雷达相似
,

每个周期的差拍信号受到多普勒频率的调制
,

不同之处在于每个
周期的差拍信号在频率上由于 目标的距离变化有所差别 从 式还可看到差拍信号 , 约

仍然是线性调频信号
,

其调频斜率为 一 拼 可以这样来解释
,

一方面
,

由于 目标匀速运动
,

回波时延引起的差拍频率线性变化
,

在一个周期 内目标的距离减少了 。 ,

相应的差拍信号的

频率就减少了 户
,

与此对应的差拍信号的调频斜率为 一如 另一方面
,

由于多普勒频率

九 、 约
,

一个周期内发射信号的频率线性变化
,

变化量为 户
,

对应的回波信号的多普勒

频率也线性变化
,

变化量为 拼
,

引起差拍信号的调频斜率为 一 拼 两者综合考虑
,

差拍信号



瑞

中心
,

不考虑由于位置的移动而引起的幅度的变化
, , 。 , 和 凡

, 。
有以下关系

,
,

叶 , 凡
, 。 占 一 二 一 二

其中 占 二 一 拼
,

即 凡
, 。十 可以看成是 凡

,

在频率轴上的移动
,

如图 所示

经 对消后
,

输出信号的振幅频谱为

△ 。 。, 。 一 。
, 。 一 二

凡
、。 占 一 二 一

, 。

根据 式可以画出归一化后的
一

雷达的 对消特性曲线
,

如图 实线所示
,

图中横坐标为归一化多普勒频率
,

纵坐标为 △ 。



目标可能分裂 当 目标的速度达到 时
,

即 凡
, 。

相对于 凡
, 。

的移动

大于一个距离分辨单元时
,

凡
、。十 和 夙

, 。 对消后
,

△ 。 可能出现两个峰值点
,

一

个 目标分裂成两个 目标
,

两峰值点的间隔为 盯 实际中
,

线性调频连续波的 积非常大
,

以
,

为例
,

就可能出现分裂
,

万一出现 目标分裂
,

应用时应

作相应的处理

计算机仿真

以上的分析表明
,

利用动 目标和静目标回波信号与发射信号的差拍信号在频域上的不同特
点

,

可以实现
一

雷达的 这个结论可以通过下面的计算机仿真实验得到证实

仿真实验中
一

雷达工作波长为
,

发射信号调频带宽为
,

调频周期为
,

最大作用距离为
,

理论距离分辨力为 实验中
,

回波差拍信号在有效时段内

以 的采样频率被采样为 个采样点
,

补零至 点后作 变换
,

变换所得到的

点离散复数频谱的前 点代表 目标距离的离散取样
,

相邻两个取样点间对应的距离约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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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以上从理论和实验两方面证明了
一

雷达的 的可行性
。

实际上
,

无论是

雷达的 还是脉冲雷达的
,

都是极其相似的
一

雷达和脉冲雷达一样
,

回波信号受到多普勒频率的调制
,

对消后存在准盲速 不同的是
一

雷达的 还利用

了相邻两周期差拍信号频域上的分离信息
,

傅里叶变换只不过相当于起了脉冲压缩的作用
。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仿真实验所揭示的
一

雷达的 的实现方法
,

对设计具有

的
一

雷达提供了参考
,

对深入认识
一

雷达系统
、

促进其发展和应用具有

理论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