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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题讨论的 目的有两个
:

(1) 提供有关 A R (自回归) 方法在实际数据分析中的应用的

基本背景材料和知识
;
(2) 讨论在当前水平下有关深入了解 A R 技术的理论和实际间题

。

在

后一范畴中出现的问题如下
:

1
.

在 A R 分析的许多应用中
,

面临着一个非连续输入数据的问题
。

这个问题会由于输入

的 中断 (丢失数据 )或者过强的噪声脉冲而引起
。

解决这个间题的正确方法是什么呢? 建议采

用的方法有用零值去填空或者应用外推技术
。

2
.

目前关于抽样速率对 A R 特性的影 响还不大了解
,

特别是宽带随机数据的情况
。

3
.

什么是 A R 谱的最大分辨力呢 ? 有人指出
,

尽管 A R 谱估值 (曲线)有比普通方法产生

的谱更尖得多的形状
,

但其分辨力并不由这尖峰的宽度来决定
。

更确切地说
,

人们必须考虑

信噪 比的影响
,

以及对于 A R 来说
,

尖峰的位移对信噪比的依赖关系
。

除此之外
,

还讨论了关于 A R 处理的扩展 问题
。

谈到了 A. P a Po u lis 最近的一篇题为
“

谱

分析和有限带宽外推法的新算法
”

的论文
。

该论文发表在 1 9 7 5 年 9 月的 IE E E
“

电路和系统
”

(C S) 杂志上
。

文章提出了用于外推自相关函数的另一种方法
。

V a n s ehoon
e
ve ld 教授谈到

,

他和他的同事们曾应用 A R 方法把 r( 1 )
,

r( 2)
, r

(N )外推到延迟大于 N 的情况
,

这种方法看

来是有希望的
。

这种外推法的一个优点是 A R 模型不要求同 r (0) 中含有的白噪声分量匹配
。

(领保缺译 徐为方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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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适应基阵信号处理
”

专题讨论小结

主持人
:
N

.

L
.

O w sl ey (美海军水下系统中心)

在这个专题讨论中
,

谈了三个主要课题
:

受约束的自适应阵
;
时间域对频率域处理机的

实现 ; 用于相干信号场的 自适应处理
。

下面给出这三方面讨论的小结
,

并试图给出将来研究

的课题
。

1
.

受约束的自适应基阵

众所周知
,

一假设的信号模型和实际信号之间的不匹配会在应用这个模型的自适应波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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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器中引起信号的抑制
。

为了使信号不受抑制
,

应使 自适应波束形成器对于失配不 敏 感
。

具体的方法是
,

对基阵滤波器矢量或直接对传感器输出数据施加约束
。

在自适应之前对传感

器数据作予处理看来可在自适应滤波器控制算法中提供一些简化
。

具体地说就是
,

对传感器

数据进行只有相加
、

相减和比例运算的简单的预处理
,

可应用非约束的滤波器矢量控制算法
。

类似的予处理有频率域中窗函数应用于离散的付里叶频谱分析
。

特别是
,

高阶的窗 口会降低

谱分析和波束形成的分辨力
。

在自适应波束形成中的这种效应等于使信号模型具有宽容性
。

还讨论了坏的传感器对约束有效性的影响
。

在高阶约束时
,

施行约束的予处理器的输出数目

增加 了
,

而其每个输出中都包含有单个传感器的输出
。

这个事实暗示高阶约束可能对
“

坏的
”

传感器更为敏感
。

在此
,

考虑了作为
“

波束外的
”

噪声估计和对消处理器的受约束分基阵
。

这

种自适应噪声估计波束形成器的作用是对消普通波束形成器输出中的相干分量
。

人们对这种

技术的兴趣在于其技术实现 (控制自适应自由度的数目)的灵活性
。

这种处理器被称为辅助阵

波束形成器
,

它的自适应通道数目大大少于基阵中传感器的实际数目
。

2
.

在时间域和频率域的实现

时间域 自适应系统实施方案的特征是每一个自适应通道有一自适应有限脉 冲 响 应 滤 波

器
。

频率域的实现要使用予波束形成器的离散付里叶变换处理
,

对不同频率单元独立地进行

自适应滤波
。

时间域自适应处理必须同时完成时间和空间的
“

予 白化
” ,

而频率域处理则只需

完成空间功能
。

会议讨论 了有可能在牺牲空间滤波特性的情况下
,

由于完全的时间相 干 性
,

而在现有的时间域自由度 中捕捉异常部分
。

在这样的比较中应考虑自适应的效果
,

例如稳态

误调整和适应化噪声
。

同时指出
,

频率域自适应允许予定 自由度数的分布是频率的函数
。

而

时域 自适应滤波则通过总带宽能量的最小化准则来控制
,

对于动态 (自适应)系统
,

这可能不

是用于逻辑谱区域的最佳空间滤波器
。

3
.

相千信号场

在由无数波前组成的传感器基阵环境中
,

相干信号场指的是其中调制波前呈现某种相干

性的部分
。

多途环境是相干信号场和一个重要的具体例子
,

在这个信号场中
,

信号的不 同行

程可能是
、

也可能不是空间可分辨的
。

最佳自适应处理器在相干信号场中的应用存在着一个

基本间题
,

就是
,

从一个方向和 (或)频率来的信号可能与从另一个方向和 (或)频率来的信号

相关连
。

在这种情况下
,

独立信号和噪声(干扰)的概念 (最佳波束形成器隐含此概念成立)是

无效的
,

可以证明
,

这将导致信号的抑制
。

人们对信号场的兴趣来 自多途到达信号的相干复

合(re
c o m b俪

七io n )的可能性
,

它具有抑制非相干噪声的显著增益
。

若无多途径结构的先验知

识
,

则必须装备一个自适应处理
,

以实时测量多途相关
,

并提供适当的复合滤波器
。

设想的

一种方法是实时测量基阵环境的本征矢量
。

可 以证明
,

这些正交矢量是带有相干波前调制的

所有波前矢量的线性组合
,

而且有关的本征值包含相干信号场的所有能量
。

自适应正交分解

技术对空间和谱处理的应用有待于继续研究
。

(颇保缺译 盆曾肠 孙允鹅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