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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差的方法来加以校正的
,

从而导致 自适应阵列的性能下降
。

自适应阵列输出 及交叉 极化

自适应阵列的结构如图 所示
,

其输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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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天

实际上 天线的高度矢量与方位角及俯仰角有关 即是我们常讲的主极化与交叉极化方向图

为 了讨论的简便起见
,

在下面的讨论中不考虑俯仰角
。

下图给出了实测的两个 波段天线单元
的交叉极化方向图 幅度和相位

。

从图 以及图 中我们可以看出
,

不同单元交叉极化方向图之间存在幅度与相位不一致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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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相位方向图 单元 相位方向图

图 二单元实测交叉极化相位方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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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 办对 。 户。, , , 。 , 价

交叉极化方向图相对于主极化方向图而言
,

主极化的两个正交极化值是不相同的
。

根据我

们的实验结果与文献 同
,

对于振子天线
,

面的交叉极化值 兰 一
,

面的交叉极化

值 三 一 对于不同的天线单元
,

交叉极化方向图的不一致性可以表示为

,
办汀 。 。。 “ ”。 。 “今 “价〕

其中 和 沙肋 分别为平均交叉极化方向图的幅度和相位
,

占和 年 为各单元交叉极化方向图

的幅相不一致性
,

单元的主极化方向图 的 宽度较大
。

为了便于分析
,

不妨假定为

刀 沪
,

因此
。二 办 夕 内 占 。 , , 功

在文献 〔 中
,

作者假设 由于交叉极化引入的单元幅相不一致性为固定
,

这实际上是在 必
,

句

及 刃 皆为固定的前提下 但干扰方可以通过改变 叻
,

使得在对于单元 哟 及 存在固

定不一致性的前提下
,

单元的等效幅度和相位随 沪的变化而变化
。

对于 户。 二 一 ,

几 二 一 , , 二 。 ,

假设存在两相同的正交极化干扰分量
,

图 给

出了两单元的幅相不一致性随 功的变化曲线
,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

两单元之间的幅相不一致

性随两极化分量之 间的相位差的变化而变化
,

并不是一固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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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证明
,

如采用双极化干扰
,

并使二干扰间的相位在
,

司之间均匀发生变化
,

用与文

献 刘类似的方法
,

则可推得某单元的幅度和相位不一致性的均方值 相对于两正交极化之间的

图 两单元等效幅相不一致性随 功的变化曲线

两单元之间的幅度不一致性 两单元之间的相位不一致性

户。 一 , 一 , 口 , 一

与通道频响不一致性对 自适应阵列性能的影响类似 随着电子对抗技术的发展
,

比信号强
、 以上的干扰机也会存在

,

如假设 二 , 户 一 〔 , 二考 一 , ,

则对消

残差 大于
。

从实测天线单元交叉极化方向图 幅度和相位 图
, ,

我们可以看出交 又极

化方向图的起伏较大
,

即 嵘 的值往往远大于 一
,

此时对消残差还要大
。

在实际中
,

价的变化为有限值
,

但人们一般要用 为阵元个数 次快拍来估计相关阵
,

值有可能变化 次
,

等效于最大 自由度降低为
,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无法完全对

消干扰源
,

文献 讨论的情况对应于 自由度降低为 的情况
。

结 论

在工程实际中
,

最小交叉极化要想做到低于 八
、 二 一 十分困难

,

因此
,

从上述的分

析中
,

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如果各单元之间存在交叉极化不一致性
,

只要干扰信号具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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