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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蜂窝移动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
、

无线定位技术 已经成为下一代移动通信系统所必须其

备的功能
。

近年来
,

无线通信基本的定位技术包括场强定位法
、

基于电波传播时间 或时
间差 的定位法

、

基于电波入射角 的定位法以及各类丫昆合定位法 川 其中
,

定位法由
二 几

对移动台 和基站 无严格时间同步要求
,

能适用于 各种类型的蜂

窝系统
,

应用成本较低
,

定位精度较高
,

鹜而受到 一泛关注
,

并在 图 中确定为 种标准

的定位方法
。

目前
,

利川 测量值进行定位的算法有多种
,

如递归的 级数展了 法 叫 及非递

归算法如 氏算法 叫
, ,

同 算法等
,

它们对 测星值的误差特性有不同的要求
,

计勿复杂性也各不相同
,

在不同的 噪声特性下分别能达到定位估计的最优或次优解
。

但
是

,

几种主要的 定位算法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
,

即在信道环境差的情况下
,

定位精度
很低 叫

。

很难满足
一

川 定位精度的要求
。

为此
,

本文针对这一问题
,

提出了 一种协同定位方

法
,

并在 信道模型 洲 下对该方法进行 犷仿真分析
。

和泰勒算法性能分析

在蜂窝网络中
,

一旦取得 测量值
,

就可以得到 到两个 之 间的距离差
,

多

个 测量值就可以构成一组关于 入 位置的双曲线方程组
,

求解该双曲线方程组就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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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的估计位置
。

设 二 ,

功 为 的待估计位狱
,

则 和第 乞个 发射机之间的距离

二 丫 二 , 一 “ , 一 功“

嘴
, 一 “ 。, 一 功“

, , 万,

为第 乞个基站发射机的 已知位锐
,

一 八劣 一 从刀 护 犷

其中 兀
,

对 衅
。

令 凡
,

表示 与 艺和 服务基站 的距离差
,

则

, , 。 ,

等 网
,

其中 氏算法和 级数展开法被认为是最有效的

两种算法
。

氏算法是一种求解双曲线方程组的非递归算法
,

该算法采用两步最大似然估计
,

具体过程可参阅文献
。

该算法的特点是计算量小
,

在噪声服从高斯分布的环境下
,

定位精度

高
。

但在非视距 环境下
,

氏算法的定位精度下降
。

》 ’级数展开法是一种需要初始估计位置的递归算法
,

在每一次递归中通过求解

测量误差的局部线性最小二乘 解来改进估计位搜
,

具体过程可参考文献
。

该算法的特

点是 计算量大
,

能够适用于各种信道环境
,

在初始估
一

计位投与实际位笠接近的情况下能得到准
确的计算结果

。

但是
,

在初始位置选择不好的情况下
,

算法将很难保证收敛
。

而在实际应用 中
,

初始位置是很难确定的
,

因此
,

这也限制了 了 级数展开法的定位精度的提高
。

基于 和 的协同定位方法

由于 级数展开法初始值的选取对定位结果影响很大
。

如果初始值选取不合适
,

可能

导致算法的不收敛
。

因此
,

可以先通过某种算法
,

对测虽数据进行初始定位
,

将定位的结果作为

肠夕 级数展开法的初始值
,

然后
,

再利用 级数展开法进行定位运算
。

为 了减小算法的

运算复杂性和尽量避免牺牲太大的运算速度
,

作为初始定位的算法应该具备运算速度快
,

定位
结果较精确的特点

,

而 氏算法恰好具有以上的优点
。

虽然
,

氏算法在信道环境比较
差的情况下

,

定位精度下降
,

但它的定位结果仍然反映了 位置与测量值之 间的关联特征
,

有利于
了

算法的收敛
。

因此
,

本文提出了基于
尸

儿 级数法和 氏算法的协同定位方

法
。

该方法的实现流程如图 所示
。

首先采用 氏算法对 测量值进行定位计算
,

计



第 期 刘 林等 荃于 氏算法和 丁流 级数展开法的协同定位方法

算结果作为
尸

访 级数展开算法的初始
’

测
‘

立占人 人
标

⋯ ⋯」
来 计算

,

长

戈 一

舒
‘

艺“万‘

仿真与讨论

本文的计算机仿真信道模型采用 油
,

非视距误差根据公式 几
、、、 二 产生均方根

误差
,

然后根据指数分布产生超堡时延
,

即

了 二 、
一

—
,

户
, 】, 、

其它

一︸,
了、、

一︷丁尸

测童误差满足均值为
,

方差为 , 的高斯分布 由于对称
,

队
,

因此 只考虑 入侣 在 小

区内均匀分布 图 中黑色 区域 参与定位的 为 个
,

小区半径为 ,
。

分布如 图

所示
。

图 是本文提出的基于 和 ’
,

级数展开算法的协同定位方法在不同信道环境下定

位误差的 飞 工 , , 性能 拍线与 氏算法
、

、 , 级数展少

法 初始值为真实值 在相 同条件下的仿真结果的比较
。

其中
,

服务基站为视距传输
,

其它墓站

为 」卜视距传输
。

图中
,

表示 、 氏算法定位结果 表示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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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厂

】
,

级数展开法的协同定位方法的定

位结果 表示以 真

实值为初始值的 肠 级数展开算法定位

结果
。

从图
, ,

可以看出
,

基于

定位误差

】

定位误筹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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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渗二

才 止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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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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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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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

盆

一一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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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

书

日八
‘

认

飞
’ 『

【
,

飞‘

勺闷门闷,司月月
曰﹃
‘

口二

八勺︵︸李,、八曰︺曰口

定位 误差

】

定位误夕叔

图 协同定位算法性能 服务丛站视距
,

其它 个荃站非视距



第 期 刘 林等 荃于 氏劝法和 五 级数展开法的协同定位方法

图 协同定位约法性能 服务丛站和 其它两个丛站为视距 其余荃站为非视跄

为
一

进一步验证本文提出的基于 洲 和 工 ,沙 级数展开的协同定位方法的性能
,

本文对

、十 文献 与基于 、 和 抑 的协同定 位两种方法进行了仿真比较
,

信道模型仍然

采用
,

石个
,

小区半径
,

在 小区 内均匀分布 图 中黑色区域
,

仿

真结果如 图 所示
。

由于基于 和 监 的协同定位方法在信道环境差时才显示 出其优越

的性能
,

因此
,

本文仅给出了 和 两种环境下的 比较结果
。

从图 的仿真结果可 以看出
,

基于 ,肌 和 公 的协同定位方法 比仅根据文献 【 的

加权方式采用 洲 算法进行定位的精度高
。

由此可以得出
,

本文提出的基于 , 和 工 ,

级数展开算法的协同定位方法定位精度的提高主要米 自于将 二 算法定位的结果作为 卫 沙
〕

约法的初值
,

而加权方式对定位精度的提高是很有限的

结论

在 、 和 山 环境下
,

由 厂 测址值受到 的严爪彩响
,

川 氏算
法的定位精度下降

。

而 级数展开算法初始位 的选取直接允脚向到定位精度
,

因此
,

本文

提出 厂
一

种基 于 , , 和 ’级数展开的协同定位算法
,

该算法充分利川 了 , 、, , 氏钟
一

法和

工州 算法的优势
,

仿真结果表明
,

本文提出的基于 和 盯 级数展开算法的协同定位

方法在信道环境恶劣的情况下能很好地提高算法的定位精度
,

并克服 盯 级数展 卜定位劝法

的发散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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