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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尚 勇等 基于多项式分解的 自适应 滤波器脉动结构

式中 为常数
,

它规定了信号 的并行程度 利用 一 式即可得到 滤波器的并
行实现结构 对一个 阶 滤波器而言

,

可用 护 个长度均为 的 滤波器实现

下面以两输入两输出的情况 为例讨论 滤波器的并行实现 由 式可知

具
境

,

从而被广泛地应用于各种信号处理领域
。

下面将 自适应算法引入上述结构
,

得到 自适应 滤波器的并行实现 首先以两输入
两输出的情况为例简单介绍几种 自适应处理算法

。

算法 任选其中一路做自适应
,

而另一路子系统权系数随之做相应变化 这种算法思
路较简单

,

无需附加电路
,

实现容易

选 抓 支路做 自适应
,

选用 算法
, 。 表示 的系数 表示 的系

数
。

按分块矩阵方式表示 算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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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矢量 。 的转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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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第 步迭代对应的
、

值
,

而 叮
、

, 分别为第 步迭代的 对应 哟 输入
、

对应 城 输入 值
,

户
、

。,
、

为 分别为控制收敛因子
、

第 步迭代的误差和希望信号 对
,

式进行迭代
,

把得到的
, 复制到 夕 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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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对应的权值做为当次迭代的权值输出 具体算法如下
第 步 同时计算

九, 【。 , , 〕 【。, 了

卜 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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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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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勺
、

价 分别为第 步迭代对应 斌 支路的误差和希望信号 勺
、

价 分别为

第 步迭代对应 夸 胡 支路的误差和希望信号

支路和 万 支路的权系数

而 了 与 民分别为第 , 步迭代对应 、 丸 ‘

第 步 比较 与
,

选其中较小的支路对应的输出权系数做为该次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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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算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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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实验 的 曲线
,

万二
,

图 实验 的 曲线
, ,

自适应 滤波器 的脉动实现结构

为了得到 自适应 滤波器的脉动结构
,

须对上述 算法做一定的修改
甲

算
法便是一种适合于脉动实现的算法 队 本节基于 算法

,

给出上面三种 自适应算法
对应的脉动结构

。

一个典型的 算法表达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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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一种 脉动实现结构 图 两输入两输出并行
的单支路脉动结构

图 中定义了两个功能模块 和
,

这里 七 、梦 因为滤波器长度为
。

由图可见
,

滤波器长度仅为图 的一半
,

所以 引入的固定时延也 比图 的小
。

在有

关 的参考文献中指出 算法的收敛性能随着 的增加而变差
。

故而 的减小

意味着算法收敛性能的提高

当 滤波器数据输入输出速率一定时
,

在图 中
,

由于输入数据是由两路同时输入

的
,

故而其脉动速度仅为图 的一半
。

这一点与参考文献 中的多速率滤波原理相似
。

另

外图 滤波器长度也仅为图 的一半
,

滤波器长度的减小也意味着系统速度的提高
。

下面分别给出上面的三种 自适应处理算法的实现框图

对于算法 有如图 所示

这里由于 叭 哟 支路不需做 自适应处理
,

所以该支路不必做成图 的结构
,

而可以做成

与固定权值相似的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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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玉 了 盖
了了 支路路 权饭画丈 支路结构构

期望信号 这样做是为了表达清楚 同时又不影响问题的描述
在相同的输入输出速率条件下

,

用 图 结构实现滤波
,

叭 无 支路的脉动频率仅为

一般脉动结构的一半 在图 中
,

由于 夕 劝 支路和 夕 十 支路交替进行 自适应
,

使得

这两支路的脉动频率进一步降低 而在图 中
,

脉动频率与图 结构相同
,

但通过前面的仿
真结果可以看到

,

其收敛速度远大于图 和图 结构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

上面的几种结构 图 一 图 并不局限于 算法 对于
、 、

等许多实现 滤波的脉动阵结构来讲
,

都可方便地
用于本文提出的并行 滤波器脉动阵实现结构 只是此时 和 的定义应随着
所采用的脉动阵结构做适当的调整 因此

,

本文提出的几种并行脉动阵实现结构具有一定的
通用性

结 论

本文通过对基于多项式分解的并行 滤波器结构的分析
,

给出了三种并行滤波由算
法

,

仿真实验表明三种算法都能实现 自适应滤波
,

而算法 有 比另两种算法更好的收敛特
性

。

在文中分别给出了三种算法的实现结构框图 并行 滤波器的脉动阵结构与一般
滤波器的脉动 阵结构相 比

,

不仅滤波器长度减小了
。

而且在相同信号输入输出速率的悄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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