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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载    分布杂波的计算机模拟

高 飞1 玉振明2

( 1.北京航空航天大学203教研室 北京 10008392.广西大学梧州分校 梧州 543002)

摘 要 星载雷达是适应各种军用和民 用 的 目 的 而 提 出 来 的 ,美 国 和 加 拿 大 都 在 研 究 包 含 SAR(合 成 孔 径 雷

达) -GMTI(地面运动目标指示)模式的星载雷达 ,由于星载雷达在地面轨迹较大 ,卫星速度快 ,运动目标信号

淹没在强大的地杂波中,为了完成 GMTI 功能 ,只有首先对 SAR-GMTI 系统中地杂波精确建模 ,分析和掌握

其在 SAR 机制下空间分布情况和功率谱特性 ,才能有效去除杂波,地杂波建模困难 ,具有很多随机性的环境

因素 ,没有现成的算法 ,跟具体雷达设备 ~系统参数也有关系,因此杂波仿真是很复杂的 ,大量仿真和实验数据

表明 K 分布较能精确描述杂波 ,而且引入了空间的相关性,本文用 K 分布来描述雷达截面积的空间起伏,K
分布的混合模型包含了杂波起伏的两个分量,一 ~快变化分量也称为斑点分量 ,其幅度服从负指数分布的方根

即瑞利分布 ,源于雷达从随机相位散射点反射回波的相干求和9二 ~ 慢变化分量也称为纹理分量 ,它服从平方

根伽马分布 ,纹理变量表征观测面特性 ,受成像场景物理特性的影响 ,决定了场景空间变化的雷达横截面,因

此 K 分布杂波模型等同于用伽马分布去调制平方律检测 (负指数分布)的功率调制过程,本文通过无记忆非

线性变换产生相关高斯序列 ,多个独立的相关高斯序列分别组成相应纹理分量和斑点分量 ,最后产生相关 K
分布序列 ,并且对它进行统计检验和相关性检验 ,验证其正确性,

本文基于 SAR(合成孔径雷达)机制 ,主要针对复杂的星载几何关系和坐标变换关系 ,给出了分布杂波仿

真的详细步骤 ,通过公式推导 ,假设一定尺寸的目标位于地面 ,分辨单元的数据是产生的 K 分布序列 ,经过卫

星几何关系投影到斜距方向 ,由几何关系和星历表计算多谱勒中心频率和调频率 ,每个等效点反射体被发射

信号展宽 ,循环所有点 ,相干叠加可求得回波信号 ,最后给出仿真结果,仿真过程同样适用于分布目标的仿真,
本文对生成的杂波经过成像处理并且将它应用于一种杂波抑制技术 DPCA(天线相位中心偏移法)的研

究,DPCA 利用两个独立的沿载机飞行方向放置的接收通道 ,使前向天线的相位中心与延迟一段时间后拖尾

天线的相位中心保持一致 ,从而补偿由于平台运动带来的杂波谱展宽 ,实现杂波抑制,利用本文的分布杂波仿

真方法 ,验证 DPCA 杂波抑制结果 ,结果表明该方法行之有效 ,对工程问题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用本文的模拟

技术为今后深入研究星载 SAR-GMTI 技术提供了仿真数据,
关 键 词 星 载 SAR(合 成 孔 径 雷 达) GMTI(地 面 运 动 目 标 指 示 ) 杂 波 仿 真 DPCA(天 线 相 位 中 心 偏 移

法)

972第4期 石润华等: 一种基于椭圆曲线密码体制的组密钥约定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