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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相控阵不同的是$

08.

雷达

在每个阵元处引入一个微小的频偏$使得其波束方

向图具有角度
G

距离二维相关性$但其方向图存在角

度和距离耦合&文献*

;

+提出了一种采用非均匀频

偏的解耦方法$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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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一种采用对数频偏的

解耦方法$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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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一种基于子阵阵列的解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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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中$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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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了一种对数的非线性频偏$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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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波束形成算法&相比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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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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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对目标角度和距离的估计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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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试验

为了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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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基于
6-

技术的

HFEG08.Gd1d+

雷达距离角度估计特性$分别针对

单目标和双目标进行仿真实验&设发射阵列阵元数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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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距离角度估计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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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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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方根误差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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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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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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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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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方法得到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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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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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的

空间谱与常规接收信号模型下的
2@

]

$E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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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相比$具有更高的空间估计聚集性和更低的旁

瓣分布&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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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显示
6-G2@

]

$E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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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角度和距离估计的
-d53

都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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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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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有明显的下降$验证了
6-

技术对提高
8+.

估计的有效性&

A>?

!

空间位置接近的双目标

假设目标位置位于!

!(c

$

!= D̂

"和!

!>c

$

>(

D̂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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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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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不出空间中的两个目标$而基于
6-

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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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d,512

的空间谱则能够明显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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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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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目标距离角度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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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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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_

种参数估计算法在不同信噪比条件下

的均方根误差!

-d53

"比较&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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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蒙特卡洛

试验$信噪比间隔设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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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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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地说明了

6-

技术对相近空间位置的两个目标的空间估计能

力有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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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方根误差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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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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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距离角度联

合估计精度有较显著的提高$且对于空间位置相近

的目标有较强的分辨能力&

本文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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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在距离和角度上进行二维估计&在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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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d,512

算法的基础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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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分别融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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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算法进行了距离角度估计精度

的比较$通过计算不同信噪比下各算法的
-d53

$

验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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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对提高二维估计精度的有效性$为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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