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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的可能组合
,

第二
、

三层完成融合判决功能 训练时采用最小误差概率准则得到最佳的

网络门限而不是网络连接权值 以两个传感器为例
,

网络结构如图 示 矶 为第 葱个子源判

决
矶 二

,

二 几

有 目标

无 目标

。

凡 为第一层输出 二 ,

为门限 城 砰去蕊

厂

、融合判决结果 卜 月淤
·

判断待识别 目标是否为某类 目标即相当于一个二元检测问题
,

因此可以将上述结构进

行改造
,

使之适用于我们所研究的毫米波 红外复合 目标识别这一问题
。

以三类 目标识别为

例
,

每类 目标有一个平行的类似结构
,

图 只画出了判断待识别 目标是否为 类 目标这部

分的结构 判断待识别 目标是否为
、

类部分的结构与此类似
。

, , ,

为毫米波子源判决结果 若待识别 目标被判为 类
,

则 注 二
,

否则

二 若待识别 目标被判为 类
,

则
,

否则 二 若待识别 目标被判为

类
,

则 , 二
、

否则 、 二 同样
, ,

为红外子源判决结果

‘ 一 一

收到
, 一 一

定稿



每一种组合有一个相对独立的门限
,

通过调整门限可以削弱子源相关性的影响
。

图 所示的

网络中与门限比较的是常数
,

这样网络训练结束门限固定以后
,

每种判决组合
,

最后输出

或者固定为 或者固定为
,

而不会根据各子源判决置信度的相对大小改变输出
,

这是此

网络的一个先天缺陷 因此我们在图 所示的网络中与门限比较时不再是用常数
,

而是

引入了子源判决置信度的影响 以图 中
, 二 这种组合为类

,

与门限 比较的是
。

网络经过训练得到与子源判决置信度相对大小有关的最佳门限 几 识

别时
,

当输入是
,

这种组合情况 若 几
,

则
,

否

则 二 ,

这样更有实际意义 注意到在每次训练或识别过程中
,

每一部分的第一层输出 凡

只有一个不为
,

这意味着在每次训练中每一部分只有一个门限被调整 这使得网络训练

时收敛迅速
,

识别时计算量少 网络训练好以后用于识别时
,

我们判待识别 目标属于
,

,

三者中为 的那一类 若同时有两个以上为
,

则拒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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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训练规则

采用 算法训练网络门限
。

以图 所示的网络部分为例
,

为理想输出 浮与实际输出
”

的差值

二 “ 一 瑟

均方误差可由 式得

侧 二 侧 尹 一 码
“

门限矢量 几 的修改公式为

定义第 次训练的误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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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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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 一二几

‘ 乃 一 ·

为训练速率
,

通常 。

为便于实现
,

用单次训练的误差平方
” 一 黔“ 作为 侧嗽 的估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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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可以得 出融合平均识别率分别比毫米波和红外子源的平均识别率提高 和
,

说明该网络在决策层能有效融合子源判决结果
。

但是当传感器和待识别 目标数 目增

多时
,

该网络的结构 比较复杂
,

有待进一步研究改进 在训练过程中为防止个别偏离样本引

起的门限溢出
,

对门限 双 的修正加以限制
,

使 双 ,
。

这样网络对偏离样本不敏感
,

使门限收敛更加容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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