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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对每个孔径中各个通道的信号叠加可得各天线

的回波信号$

在对每两路信号进行
),-.

处理时#需要对各路信号

进行相位补偿#除去由于天线水平排列产生的相位偏差#

同时消去由载机形成的线性调频项#补偿的参考函数选取

如式!

##

"所示&

P

#

!

;

"

#

AC

S

f

%

:

7

,

(

. /

$

AC

Sf

%

7F

7

1

,

(

$

!

;

8*.

"

. /

7

-

AC

Sf

%

F

1

:

,

(

$

!

;

8*.

. /

"

P

7

!

;

"

#

AC

Sf

%

7F

7

1

,

(

$

;

. /

7

P

3

!

;

"

#

AC

S

f

%

:

7

,

(

. /

$

AC

Sf

%

7F

7

1

,

(

$

!

;

&*.

"

. /

7

-

AC

Sf

%

F

1

:

,

(

$

!

;

&*.

. /

" !

##

"

在检出动目标后#取出杂波相消后的两路图像的干涉

相位
0

#

!

6

"'

0

7

!

6

"并相减#就可求出目标的真实方位位

置#即&

*

#

#0

#

!

6

"

80

#

!

6

"

#

!

7

%

+

,

"

-

!

:

+

F

1

"

-

F

-

!

#7

"

则估计的径向速度为&

E

F

-

#,

F

1

-

*

#

+!

7

%

:

" !

#3

"

由检测到的目标位置与方位向偏移量以及目标真实

位置之间的关系#可得目标的定位位置&

E

)

$

#

(

$

-

!

E

F

-

+

F

1

"

&

(!

,

(

$

"+!

7F

1

"

E

6

) !

#"

"

A

!

仿真分析

为验证本文提出的基于
)RW(*-2[H+<*.[(M0%\

信号处理方法#本节给出了仿真结果#并对其进行分析$

仿真参数如表
#

所示$

表
;

!

仿真参数

参数 数值

载频
3!4_!M&'

平台高度
3TL

速度
#!$L

+

P

发射脉冲
_$0&'

,[W #!$$&'

视角
_745h

!

_"4"]h

场景中心斜距为
#$TL

#将一个运动目标置于场景中

央#

"

个 静 止 目 标 分 别 在 周 围#地 面 速 度
F

-8

JE>:K

#

$Q#L

+

P

#如图
Y

!

<

"所示为经过二维压缩聚焦后的成像场

景图#并给出动目标的升采样图像#如图
Y

!

U

"所示$

如图
_

所示为杂波对消前后的对比图#如图
_

!

<

"所示

为地杂波抑制之前的幅度图#如图
_

!

U

"所示为地杂波抑制

之后的幅度图$由图可知#

),-.

能很好地抑制杂波#并同

时保留动目标$计算对消前杂波复图像和对消后剩余杂波

复图像的均值'方差#可得到地杂波的对消比约为
7!4"KR

$

图
Y

!

目标点设置及升采样

图
_

!

动目标杂波对消前后对比

而利用普通方法来生成
3

通道
*.[

系统回波#并对回

波做脉压处理和通道补偿#进而进行杂波对消#同样计算对

消前杂波复图像和对消后剩余杂波复图像的均值'方差#可

得地杂波的对消比约为
Y477KR

#从而看出本方法将对消比

提升约
"

倍#确实提高系统回波增益#改善系统信噪比$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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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

所示为经过
-W.[

检测后的结果图#如图
]

!

<

"

所示为检测出动目标的二维图像#如图
]

!

U

"所示则为检

测出动目标的三维图像$可以看出经过杂波抑制后#运动

目标能够很好地被检测出来#且动目标径向速度估计为

E

F

-

ab$4#$"7L

+

P

#定位位置为E

)

$

ab54]7_L

$

图
]

!

-W.[

二维'三维检测结果示意

L

!

结
!

论

为提高
*.[

的回波增益#改善系统信噪比#本文首先

推导并分析了基于时变加权的
)RW(*-2[H

的回波信号

模型#然后分析了
),-.

杂波抑制的原理及处理方法#在

此基础上#给出了一种基于
)RW(*-2[H

技术的
+<*.[(

M0%\

动目标检测'径向速度估计以及目标定位的处理方

法$该方法验证了使用
),-.

技术同样可用于处理基于

)RW

的动目标回波信号#且杂波抑制效果较普通回波效

果有明显提高#并对地面慢速运动目标进行检测'测速及

定位#通过计算机对算法进行了仿真验证#充分证明了该

算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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