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第 期
〔 年 月

电 子 与 信 息 学 报
产

网
。

这也说明
,

这个模型的本质在于非线性
,

最优辨识的方法是无法避开非线性处理的
。

剩下

的问题就是如何构造一个有效迭代
,

它应该是很好地反映了模型的性质
,

亦即 在众多满足必

要性条件的可能解中确定最优解
。

最优解的结构

对 式模型最小二乘辨识的误差函数 为

。 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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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小化 应满足如下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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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
,

月之 二 ⋯

口极小化时的 。 应具有这样的性质 以 、 构成的多项式 艺廷
。 。乡

,

应以 云
。

, 一
,

为二重根
。

这是一个有趣的结论
。

由 式易得 匀 的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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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所表达的 。 无二 ,

⋯
, ,

并非真实的噪音序列
,

而只是最优辨识时对真实噪音序列的

估计
。

本文对二者不加区别
,

但愿不会造成混淆
。

记 。 巨 , 。 ,
⋯ 、一 〕是人为引进的中间向量

,

它的任意一组取值
,

都使由 哪 式

定 义的 ￡‘ 满足 极小化时的必要性条件
,

亦即
,

本非线性问题的极小值
,

存在大量的驻点
。

然

而正是由于 式的获得
,

为进一步确定最优解奠定了基础
。

显然
,

最优解亦应满足 式
,

现

在的问题是 如何选择一组中间向量 。 二 。 。 ⋯ 盯卜 司 的值
,

使 已经极小化的 最

小化
,

亦即为使 最小
,

如何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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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 式的矩阵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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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对 阵奇异值分解为
,

则有下列结果

记
,

姚
,

而 为 的前 一 列
,

那么 ￡ 可表达为

二 万了

可见 ￡ 等于数据向量 在 , 子空间的投影
,

而 是 阵的列所张成的正交子空间
,

即噪音

子空间
。

那么 姚 是 维的信号子空间

数值仿真

给定 十 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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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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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本文给出了信号极点估计的非线性最小二乘求解方法 本算法的特点是 非线性方法
,

但
不是一般的非线性方法

,

最优化的非线性 目标函数是精心构造的
,

解的结构是最优的
,

尽管解
的表达是隐式的

,

迭代求解的要求是必然的
,

但是
,

两式给出的结构所满足的最优化

条件是充分而必要的
,

故收敛点是唯一而最优的
。

数值仿真实验也证实了这一点 本算法的缺
点是 需要迭代求解

,

有时会不收敛 作者认为 在迭代过程中使用 式来求解向量 , 司 是

不恰当的
,

然而暂时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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