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第 期

年 月

电 子 科 学 学 刊

最大嫡原理

不完全数据序列在 自然演变过程中嫡是不会减少的
。

在数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对不适

定问题求解
,

解必须与 已知的数据相吻合
,

而同时又必须对未知的部分做最少的假设 求解

可以认为是从 己知数据中提取信息的过程
。

已知数据 存在噪声 的不确定量最少
,

墒较小

当不存在噪声时
,

它将完全确定
,

未知数据嫡最大
。

由于数据的不完全而不得不对未知部分

作一定的假定
,

人为地
“

添加
”

一部 分信息
,

即附加墒
,

则外推过程中保持嫡最大就意味着外

推导致的附加嫡最小
。

最大墒方法求解的实质正是利用 已知数据得到确定性的数据特征
,

根

据数据特征扩展 已知数据 准连续波体制巧妙地利用 了这一特点
,

将间断观测样本连成连续

数据完成单根谱线的捕获
。

准连续波体制原理

准连续波体制发射信号
、

接收信号形式分别如
、

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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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近地杂波角频率 叻 为近地杂波相位 为近地杂波角频率数
、

两支路数据经杂波对消 电路后输出归一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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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到编码匹配滤波器
,

利用本地码与接收码进行相关处理
,

输出归一化为

支路

“一 一卜
,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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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二 一 子
,

于 为时延估值 侧 △ 是 一 动 与本地码 尸 一 于 的相关函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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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墒方法的引入是准连续波体制雷达消除普通雷达中测速与测距相互祸合并提高速

度分辨力的关键技术之一
。

补齐 运算所需数据的外推算法是引入最大墒方法的实质
。

外推算法的性能主要取决于多普勒谐波数
、

输入数据信噪比
、

外推数据点数
、

已知数据的点

数及其在多普勒周期中所 占比例值等诸因素 ’
。

只有对输入
、

输出信号进行充分的分析
,

才能判断出适于本系统的最大嫡外推算法
。

例如
,

在信噪比为 一 情况下对 点 占多普勒周期 的观测数据外推 个

点
,

共推 个周期
,

将连成的 点连续数据去掉最后 点
,

做 点 运算
,

各算

法外推情况如图
。

可见
,

在此种条件下
,

利用 算法进行外推能够较好地体现准连续

波体制的优势

外推 电路 的硬 件实现

图 为 外推电路及其外围电路的原理框 图
。

预测误差滤波器系数计算电路是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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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最大嫡谱外推 内部电路结构

最大墒谱外推 内部 电路结构如 图 所示
。

从 图 中可 以看 出 间断观测数据通过并行

接 口进入运算 电路 内部存储区
,

控制信号通过握手控制 电路对核心运算器件进行控制
。

在观

测数据进入存储区之后
,

启动核心运算器件进行运算
,

运算完毕后核心运算器件将外推后的

数据放回存储区
,

并通过控制电路 向并行接 口发 出取数信息
。

为使处理器系统处于可监控状态
,

以用户熟悉的计算机系统实现实时监控
。

通过打印 口

完成数据交换是处理器与计算机实现信息交换 的最简单方式
,

处理器与打印口 相连时
,

主要

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确定打印口 在处理器系统中的 地址
,

将打印 口 作为处理器系统的一个 设

备
。

处理器 位字长工作方式与打印机 位数据 口 的数据交换 问题
。



外推电路板实侧数据频谱图

诊 阶数 一

图 计算机仿真结果和硬件实现输 出结 果

信噪 比为 一 和 两种情况下
,

采用 阶 算法
,

对 组
,

每组长度为 的观测

样本进行外推
,

每组外推到 点
,

连成 点数据
,

做 运算
,

计算机仿真结果和硬件实现输 出结果
。

夕、图中可 以看 出
一

硬件外推的数据与计算机外推的数据基本吻合
,

未出现明显偏差
,

硬件运

算精度完全能够满足接收机系统对外推的要求
。

在 一 的情况下
,

硬件外推满足要求
,

可见
,

低信噪 比下
,

采用多组数据推

算一组反射系数效果很好
,

避免 了短序列样本的非平稳性造成的外推失真
。

理论上
,

最佳作用距离时 二 、

准连续波体制优于连续波体制 非最佳作

用距离时 凡
、 ,

近空 目标接收信噪 比增加
,

虽然处于非最佳信号处理状态
,

仍可检



郑晋军等 最大墒方法在准连续波体制中的实现

,

,

, 一

哪

一 , ,

郑晋军

谷学敏

张丽艳

年 生
,

助工
,

航天测控
,

主要从事雷达信号处理研究

年生
,

教授
,

通信与电子
,

主要从事雷达信号处理研究

年 生
,

助工
,

通信工程
,

试验指挥
,

主 要从事航天测控工作与研究

男男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