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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综合运用了数据重叠 谱分析
,

预测加速度补偿积累
,

序贯检侧和恒虚警处

理技术
, 一夕滤波

,

速度跟踪环路仿真等多项信号处理技术
,

解决了低信噪比条件下的信

号检测
、

小信号跟踪
、

记忆跟踪
、

干扰识别和对抗等技术难题
,

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系统原理概述

本文所述及的系统主要有速度跟踪环和辅助信号处理通道两大部分组成 速度跟踪

环是一模一数 混合式的频率反馈环 它由混频器
、

中频窄带放大器
、

限幅鉴频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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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的跟踪是以信号被检测和截获为前提的 系统的输人端信噪比很小
,

因此弱信
号的检测是一项关键技术 由于雷达和 目标之间有相对加速度

,

回波信号的多普勒频移

,,

⋯

“‘ 是时变的
,

这使弱信号的检测更 加

困难 为了充分利用信号资源达到检测

所要求的信噪比
,

在 之后还应有

非相千积累 若非相干积累的帧数
,

在无相对加速度时
,

加非相干积

累改善因子可达 但有相对 加 速

度时
,

帧间信号谱线发生偏移 例如
,

对

于多普勒频率的变化率为 处 的 目

第一顿

图 预测加速度补偿积累示意图



结合本系统特点
,

不但 点数 取值比较多
,

且由于采用了预测加速度补偿积累

技术
,

实际等效的并行处理通道数为 个
,

在这种情况下检侧方案和自适应门限的设

置按常规的作法显然难于实时完成
,

必须寻找新的等效方案 实验表明
,

在纯噪声干扰背

景下
,

用若干个滤波器的噪声电平的历程所求得噪声电平平均值的估值
,

可用于各滤波器

白动检测门限的设定 具体的作法是
,

当每一帧 变换结束
,

就计算一次当前时刻噪

声电平平均值的估值 厅 ,

在每一次序贯的 , 一
, ,

这几个固定的积累帧结束时分 别

进行检测
,

每次检测各滤波器采用相同的门限 厅 , ,

当 。 一
, ,

时 取不同的值
,

可根据概率密度的近似表达式和给定的虚警概率并结合统计检验来预先确定 一旦有信

号超过门限
,

立即转人跟踪
,

为了防止虚警
,

辅助通道在速度跟踪环建立稳定跟踪的过程
中

,

通过实时谱分析对截获的信号作进一步的确认 测试表明
,

这种序贯检测方案
,

不诅

尽可能地缩短了 目标信号的截获时间
,

而且使处理器用于门限计算和比较的操作大为减

少
,

虚警概率和截获概率亦能满足系统的要求



表中的 ‘ 为环路信噪比 跟踪误差随环路信噪比的增大而减小
,

随 犷‘ 变化的

加快而增大

一
月 滤波和记忆跟踪

当信号发生衰落和遮挡
,

都会使 目标短时间丢失 辅助通道 谱分析一旦发现

并确认信号丢失
,

即转人记忆跟踪模式
,

谱分析照常进行
,

直到信号复现才重新闭台

速度跟踪环转入正常跟踪 若在规定的时间里信号未复现
,

再重新搜索 由

完成的
一
尽滤波算法是实现记忆跟踪的关键 一泞滤波器对速度跟踪环路中数据 合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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