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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机载相控阵雷达在下视工作时受地杂波的影响较大，虽然空时自适应处理（ＳＴＡＰ）技术拥有良好的杂波抑制
能力，但其性能依赖于大量的训练样本和高运算量，在现实工程中难以应用。为了弥补ＳＴＡＰ算法的不足之处，提出
了一种改进的局域联合处理（ＪＤＬ）降维算法。该方法在构造降维矩阵时，调整了局域处理单元的选取策略，并在主通
道对应的杂波脊处选取了４个独立的辅助通道以提高波束的指向性、抵消主波束中的杂波。实验结果表明，改进后算
法比传统ＪＤＬ算法拥有更好的杂波抑制性能，并进一步减少了系统计算量，在存在幅相误差的情况下仍能保持较好
的稳定性。

关键词：机载相控阵雷达；ＳＴＡＰ；ＪＤＬ算法；降维矩阵；杂波抑制
中图分类号：ＴＮ９５８．９２　　文献标识码：Ａ　　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代码：５１０．７０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ＪＤＬ－ＳＴＡＰ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ｏｒ　ａｉｒｂｏｒｎｅ　ｐｈａｓｅｄ　ａｒｒａｙ　ｒａｄａｒ

Ｃｈｅｎ　Ｈｕａｉｑｉｎｇ１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ｏｂｅｉ　１　Ｆａｎｇ　Ｘｉｇａｏ２　Ｗｕ　Ｃｈｅｎ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４４４，Ｃｈｉｎａ；

２．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Ａｖｉｏｎｉｃ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ｓｉｇ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２１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ｉｒｂｏｒｎｅ　ｐｈａｓｅｄ　ａｒｒａｙ　ｒａｄａｒ　ｉｓ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ｇｒｏｕｎｄ　ｃｌｕｔｔｅｒ　ｗｈｅｎ　ｉｔ　ｉ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ｄｏｗｎｗａｒｄｓ．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ＳＴＡＰ）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ｈａｓ　ｇｏｏ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ｃｌｕｔｔｅｒ，ｉｔ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ｄｅｐｅｎｄｓ　ｏｎ　ａ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ｉｔ　ｉ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ａｐｐｌｙ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ｍａｋｅ　ｕｐ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ｃｏｍ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Ｐ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ｎ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ｌ　ｊｏｉ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ＪＤＬ）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Ｗｈｅ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ｄｊｕｓｔｓ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ｆｏｕｒ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ａ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ｃｌｕｔｔｅｒ　ｒｉｄｇ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ａｍ　ａｎｄ　ｃａｎｃｅｌ　ｔｈｅ　ｃｌｕｔｔ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ｂｅａｍ．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ｈａｓ　ｂｅｔｔｅｒ　ｃｌｕｔｔｅｒ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ＪＤＬ　ｍｅｔｈｏｄ，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ｓ　ｂｅｔｔｅｒ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ｐｈａｓｅ　ｅｒｒｏ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ｉｒｂｏｒｎｅ　ｐｈａｓｅｄ　ａｒｒａｙ　ｒａｄａｒ；ＳＴＡＰ；ＪＤＬ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ａｔｒｉｘ；ｃｌｕｔｔｅｒ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１－２４

０　引　　言

相控阵雷达的波束控制能力较强，能够在复杂环境中
提高动目标的检测性能［１－２］。但机载相控阵雷达在下视工
作时，接收到的回波数据中含有大量功率较强的地杂
波［３－４］，会对目标信号的探测产生干扰，而且由于机载雷达
并不像地基雷达那样静止不动，雷达杂波数据具有空时耦
合性［５－６］。为此，Ｂｒｅｎｎａｎ等［７］提出了空时自适应处理技术
（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ＳＴＡＰ）。ＳＴＡＰ利用空
域和时域上的信息对杂波进行抑制和信号积累［８－１３］，能够
在强杂波环境中检测缓慢移动目标，因而受到了广泛的
关注。

为了使ＳＴＡＰ达到良好的杂波抑制和动目标检测效
果，需要准确地估计杂波协方差矩阵，这依赖于大量独立且
分布均匀（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ｌ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ＩＩＤ）的
训练样本，但在实际环境中很难得到［１４－１５］。此外，即使有足
够的ＩＩＤ样本可用，理想最优的ＳＴＡＰ也需要高维的矩阵
求逆，其运算量是十分庞大的，这使得ＳＴＡＰ技术很难应用
于实际系统中。为了能够解决上述问题，人们开始转向对
数据降维处理［１６］的研究。降维ＳＴＡＰ方法通过构建降维
矩阵对回波数据做线性变换来降低系统的维数，以减少系
统所需ＩＩＤ训练样本数量和系统计算量，使得ＳＴＡＰ技术
能够应用于现实工程之中。经典的降维算法有因子法
（ＦＡ）［１７］、扩展因子法（ＥＦＡ）［１７－１８］、辅助通道算法（ＡＣＲ）［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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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联合局域自适应算法（ＪＤＬ）［２０］等。其中，ＪＤＬ方法被认
为是最有效的降维ＳＴＡＰ算法之一［１２］，该算法属于固定降
维结构，利用二维离散傅里叶变换（ＤＦＴ），可以将雷达回波
数据由空时域转换到波束—多普勒域，然后选择感兴趣的
局域处理单元（ＬＰＲ）进行自适应处理［２１］。虽然ＪＤＬ算法
在理想情况下具有较好的杂波抑制效果，但受幅相误差的
影响较大［２２］。文献［２１］结合了广义相邻多波束算法和

ＪＤＬ算法，对原有ＪＤＬ算法进行了优化，该方法先将雷达
回波数据由空时域转换到波束—多普勒域，然后以１／Ｍ，

１／Ｎ 为间隔在空时域上选择相邻的多普勒单元和角度单
元形成处理域，最后融合两种算法的局域处理单元进行自
适应滤波，虽然该优化算法增强了在杂波抑制性能，但在幅
相误差下，旁瓣处的性能改善有限。文献［２３］提出了融合

ＪＤＬ和组合空时主通道的降维改进方法，该方法先选取空
时主通道，然后以空域主波束为中心，将波束—多普勒域分
成均匀的若干组以形成局部处理域，然后进行对杂波的自
适应滤除，虽然该方法有效降低了幅相误差的影响，但系统
的复杂度较高。

针对传统ＪＤＬ算法的系统处理性能受幅相误差影响
较大的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改进的ＪＤＬ方法，该方法调
整了ＬＰＲ的选取策略，并在时域主通道对应的杂波脊附近
选取了４个独立的辅助通道，以提高波束的指向性、抵消主
波束中的杂波，进一步提升了系统的杂波抑制性能。实验
结果表明该优化算法在保持较低运算量的同时，达到了性
能次最优的效果，并且当系统存在幅相误差时，仍然能够保
持较好的稳定性。

１　理论分析

１．１　信号模型及空时自适应处理基础
为了方便分析，设定雷达天线为正侧阵，且按俯仰方向

对平面天线合成子阵，则其等效成一个均匀的Ｎ 元线阵，
在一个相干处理间隔内发送Ｋ 个脉冲，距离门数量为Ｌ。
根据Ｊ．Ｗａｒｄ的雷达回波数据模型，将第ｌ个距离门第ｎ个
阵元的第ｋ 个脉冲数据表示成ｘｌ（ｎ，ｋ），ｌ＝１，２，…，Ｌ；

ｎ＝１，２，…，Ｎ；ｋ＝１，２，…，Ｋ。
在距离维上，将雷达空时二维回波数据进行展开，其中

第ｌ个距离单元的接收数据用Ｘｌ表示。

Ｘｌ ＝

ｘｌ（１，１）ｘｌ（２，１）…ｘｌ（ｎ，１）…ｘｌ（Ｎ，１）

ｘｌ（１，２）ｘｌ（２，２）…ｘｌ（ｎ，２）…ｘｌ（Ｎ，２）


ｘｌ（１，ｋ）ｘｌ（２，ｋ）…ｘｌ（ｎ，ｋ）…ｘｌ（Ｎ，ｋ）


ｘｌ（１，Ｋ）ｘｌ（２，Ｋ）…ｘｌ（ｎ，Ｋ）…ｘｌ（Ｎ，Ｋ）

烅

烄

烆
（１）

不失一般性，Ｘｌ 的第ｋ 个脉冲接收数据定义成
ｘｌ（ｋ）：

ｘｌ（ｋ）＝ ［ｘｌ（１，ｋ）…ｘｌ（ｎ，ｋ）…ｘｌ（Ｎ，ｋ）］Ｔ （２）

为了方便数据的处理和储存，可以利用式（２）中的

ｘｌ（ｋ）将Ｘｌ排列成ＮＫ×１维列矢量：

Ｘｌ ＝ ［ｘＴ
ｌ（１）ｘＴ

ｌ（２）…ｘＴ
ｌ（ｋ）…ｘＴ

ｌ（Ｋ）］Ｔ （３）
在Ｈ０（目标不存在）和Ｈ１ （目标存在）二元假设情形

下，Ｘｌ可表示为：

Ｘ ＝
Ｃ＋Ｎ， Ｈ０

ｂＳ＋Ｃ＋Ｎ， Ｈ１
｛ （４）

式中：ｂ为目标信号回波复幅度；Ｃ，Ｎ 分别代表杂波矢量和
噪声矢量；Ｓ表示信号空时导向矢量；即：

Ｓ＝Ｓｓ（ψｓ）Ｓｔ（ｆｄ） （５）
其中，

Ｓｓ（ψｓ）＝ ［１，ｅ
ｊ
２πｄｃｏｓψｓ
λ ，…，ｅｊ（Ｎ－１）

２πｄｃｏｓψｓ
λ ］Ｔ （６）

Ｓｔ（ｆｄ）＝ ［１，ｅｊ２πｆｄ，…，ｅｊ（Ｋ－１）２πｆｄ］Ｔ （７）
式中：Ｓｓ（ψｓ）和Ｓｔ（ｆｄ）分别为空域、时域导向矢量；ψｓ 为
空域锥角；ｆｄ 为归一化多普勒频率；λ为雷达波长；ｄ为阵
元间距。

根据ＬＣＭＶ准则，可将ＳＴＡＰ权矢量的求解转化为如
下的数学优化问题［２４］。

ｍｉｎ　ＷＨＲＷ
ｓ．ｔ．ＷＨＳ＝１｛ （８）

其中，Ｒ＝Ｅ［ＸＸＨ］为接收数据形成的ＮＫ×ＮＫ 维
协方差矩阵，求解式（８）得到ＳＴＡＰ最优权矢量Ｗｏｐｔ为：

Ｗｏｐｔ＝μＲ
－１Ｓ （９）

式中：μ＝
１

ＳＨＲ－１Ｓ
为归一化系数。通常，接收数据的协方

差矩阵Ｒ往往不能准确获得，可以由最大似然估计所得：

Ｒ^＝
１
Ｌ∑

Ｌ

ｌ＝１
ＸｌＸＨ

ｌ （１０）

其中，Ｌ代表ＩＩＤ样本数，为使得性能损失在３ｄＢ以
内，Ｌ要大于系统自由度的２倍［２５］，即Ｌ ≥２　Ｍ －３，Ｍ ＝

Ｎ×Ｋ。 用Ｒ^重新表示Ｗｏｐｔ为：

Ｗｏｐｔ＝
Ｒ^－１Ｓ

ＳＨ　Ｒ^－１Ｓ
（１１）

为了评估ＳＴＡＰ对杂波抑制的性能，通常用改善因子

ＩＦ 来表示：

ＩＦ ＝
｜ＷＨ

ｏｐｔＳ｜（ＣＮＲｉ＋１）σ２ｎ

ＷＨ
ｏｐｔＲ^－１　Ｗｏｐｔ

（１２）

式中：σ２ｎ 是噪声的输入功率；ＣＮＲｉ是输入杂噪比。

１．２　改进的ＪＤＬ－ＳＴＡＰ算法分析
在上文提到，为了使ＳＴＡＰ达到最佳的处理效果，需要

有大量的ＩＩＤ样本，且计算量较大。为了方便应用，需要对
数据做降维转换。

ＪＤＬ利用二维离散傅里叶变换，将雷达回波数据由空
时域转换到波束—多普勒域，然后以主波束为中心，选取相
邻的角度单元和多普勒单元作为辅助通道来构成局域处理
单元，降维后的系统处理域包括ηｓ个角度单元和ηｔ个多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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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单元，选择降维区域的大小和全维ＳＴＡＰ的系统自由度
没有关联，所以回波数据经过了降维矩阵Ｔ 处理后，自适
应处理前后的杂波自由度相互独立，因而可以根据实际需
求来选择ＬＰＲ的范围。

在将回波数据由空时域转换到波束—多普勒域时，为
了使其满足离散傅里叶变换，在选取ＬＰＲ时，在空、时域分
别以１／Ｎ 和１／Ｋ 为间隔进行选取。ＬＰＲ的选取原则为：
将空域主波束方位ψ０ 固定，以１／Ｎ 为间隔来选择相邻的

角度单元，表示为：（ψ０－
ηｓ－１
２　Ｎ

，…，ψ０－
１
Ｎ
，ψ０，ψ０＋

１
Ｎ
，

…，ψ０－
ηｓ－１
２　Ｎ

）；以多普勒频率ｆｑ为中心，以１／Ｋ 为间隔

来选择相邻的多普勒单元，表示为：（ｆｑ－η
ｔ－１
２　Ｋ

，…，ｆｑ－

１
Ｋ
，ｆｑ，ｆｑ＋

１
Ｋ
，…，ｆｑ－η

ｔ－１
２　Ｋ

），其中ｆｑ∈［－１，１］，ｑ＝

１，２，…，Ｋ。 然后把该局域处理单元在整个角度多普勒域
进行扫描，从而实现自适应滤波处理。这里以ηｓ＝５、ηｔ＝
５为例来选取ＬＰＲ，如图１所示。

图１　ＬＰＲ选取

在图１中，黑色单元为目标所在主通道，白色单元为

ＬＰＲ内选取的辅助通道，中间的斜线表示杂波脊。
为了进一步提升ＪＤＬ算法的杂波抑制能力，降低系统

误差的影响，本文借鉴ＡＣＲ算法在杂波脊处选取辅助通道
的思路，设计了一种优化的ＪＤＬ算法，该算法不仅降低了
系统自由度和计算量，而且进一步提升了杂波抑制性能和
稳定性。该方法在选取局域处理单元时，减少了最外围的
辅助通道数量，并在时域主通道两侧保留了两个独立的辅
助通道，同时在时域主通道对应的杂波脊处选取四个独立
的辅助通道。其中，沿杂波脊处的两个独立的辅助通道利
用广义旁瓣相消原理来抵消主波束中的杂波［２６－２７］；与主通
道多普勒频率相对应的两个辅助波束用以降低波束副瓣，
提高空域波束的指向性。改进后的ＪＤＬ算法局域处理单
元的选取如图２所示。

对比图１和２不难发现，改进后算法的辅助通道数量
比之前少了４个，其计算量更低。下面用数学方式来描述
改进后ＪＤＬ算法所构造的降维矩阵Ｔ：

Ｔ＝ ［Ｔ１，Ｔ２，Ｔ３，Ｔ４，Ｔ５］ （１３）

图２　改进后ＪＤＬ算法的ＬＰＲ选取

其中，Ｔ１，Ｔ２，Ｔ３，Ｔ４，Ｔ５分别表示为：

Ｔ１＝ Ｓｔ ｆｑ－
１
Ｋ（ ），Ｓｔ（ｆｑ），Ｓｔ ｆｑ＋１Ｋ（ ）［ ］

Ｓｓ ψ０－
２
Ｎ（ ），Ｓｓ ψ０－１Ｎ（ ），Ｓｓ（ψ０），Ｓｓ ψ０＋１Ｎ（ ），［

Ｓｓ ψ０＋
２
Ｎ（ ）］ （１４）

Ｔ２＝ Ｓｔ ｆｑ－
２
Ｋ（ ），Ｓｔ ｆｑ＋２Ｋ（ ）［ ］Ｓｓ（ψ０） （１５）

Ｔ３＝ ［Ｓｔ（ｆｄ０）］ ［Ｓｓ（ωｓ０－Δψ），Ｓｓ（ωｓ０＋Δψ）］
（１６）

Ｔ４＝ ［Ｓｔ（ｆｄ０－Δｆ）］ ［Ｓｓ（ωｓ０－Δω）］ （１７）

Ｔ５＝ ［Ｓｔ（ｆｄ０＋Δｆ）］ ［Ｓｓ（ωｓ０＋Δω）］ （１８）
其中，ｆｄ０和ωｓ０分别为杂波主通道多普勒频率和空域

频率，杂波脊处辅助通道选取的间隔Δｆ和Δω分别可由下
式计算得出：

Δω ＝
ωｍａｘ
ｓ －ωｍｉｎ

ｓ

Ｎ ＋Ｋ－１
（１９）

Δｆ＝
ｆｍａｘ
ｄ －ｆｍｉｎ

ｄ

Ｎ ＋Ｋ－１
（２０）

其中，ωｍａｘ
ｓ 和ωｍｉｎ

ｓ 为空域频率的取值范围；ｆｍａｘ
ｄ 和ｆｍｉｎ

ｄ

为多普勒频率的的取值范围。
降维矩阵Ｔ的维度为ＮＫ×２１，经过降维矩阵Ｔ 变换

后的接收数据和空时二维导向矢量为：

Ｘ′ｌ＝ＴＨＸｌ （２１）

Ｓ′＝ＴＨＳ （２２）

由上式分析知，接收数据Ｘｌ 经Ｔ 变换后的维度由

ＮＫ×１降低到２１×１，极大降低了系统的自由度和运算
量，降维后的协方差矩阵为：

Ｒ^′＝
１
Ｌ∑

Ｌ

ｌ＝１
Ｘ′ｌ（Ｘ′ｌ）Ｈ ＝ＴＨＲ^Ｔ （２３）

将Ｒ^′和Ｓ′代入式（１１），则经降维后的最优权矢量

Ｗ′ｏｐｔ为：

Ｗ′ｏｐｔ＝
（Ｒ^′）－１Ｓ′

（Ｓ′）Ｈ（Ｒ^′）－１Ｓ′
（２４）

降维后ＳＴＡＰ处理器的改善因子可进一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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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Ｆ′＝
｜（Ｗ′ｏｐｔ）ＨＳ′｜（ＣＮＲｉ＋１）σ２ｎ

（Ｗ′ｏｐｔ）Ｈ　Ｒ^－１　Ｗ′ｏｐｔ
（２５）

２　仿真实验与分析

本文对最优ＳＴＡＰ、ＪＤＬ以及改进ＪＤＬ－ＳＴＡＰ算法进
行了仿真实验，实验所用系统参数如表１所示，仿真环境分
别为理想条件和误差条件。其中ＪＤＬ选取如图１所示

５×５的局域处理单元，改进的ＪＤＬ算法局域处理单元选取
结构如图２所示。

表１　系统仿真实验参数

参数类型 参数值
高度／ｍ　 ８　０００

速度／（ｍ·ｓ－１） １００
阵元数量 １６
脉冲数量 １６
波长／ｍ　 ０．２

主瓣方向／（°） （９０，０）
脉冲重复频率／Ｈｚ　 ２　０００
偏航角／（°） ０

　　通过对比，图３所示为各算法的系统改善因子不难发
现，在理想条件下，最优ＳＴＡＰ算法的处理效果最好，ＪＤＬ
和本文提出的改进算法的处理性能稍有不足，这是因为最
优ＳＴＡＰ算法没有经过数据降维处理，系统的自由度最高，
杂波抑制性能也就最好，但在实际工程应用之中，庞大的计
算量显然不能满足实时性要求。从实验结果来看，ＪＤＬ和
改进后算法的性能虽然有一定的降低，但这种损耗是在可
接受范围之内的，系统经降维后，计算量大幅度减少，易于
工程实现。而且由于改进后的ＪＤＬ算法在主波束对应的
杂波脊处选取了辅助通道，其形成的波束可以有效对消主
波束杂波，所以改进后算法的系统性能更加接近于最优自
适应处理，杂波抑制能力进一步提升，尤其是在主瓣处的处
理效果比原有ＪＤＬ算法更好，如图４所示，改进后算法的
系统改善因子的凹口更窄，减小了信号的能量损失，较窄的
凹口有利于慢速运动目标的检测，并能防止靠近主杂波处
的目标信号被抑制。

如图５所示，在加入阵元误差后，两种降维算法的性能
都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尽管在旁瓣处两者的杂波抑制性能
存在较大的波动，但改进后的ＪＤＬ算法仍比传统算法拥有
较好处理效果。在图６所示５％的时域误差下，改进前后
的ＪＤＬ算法都保持了较好的杂波抑制性能，传统ＪＤＬ算法
对于旁瓣的处理效果更好，而改进后算法有着更好的主瓣
杂波抑制能力，其凹口较窄。当系统存在通道幅相误差时，
由图７所示的仿真结果不难看出，原有ＪＤＬ算法的系统性
能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对于旁瓣的杂波抑制能力大幅度降
低，而且波动较大，系统整体性能损失较为严重。而改进后

图３　理想条件下各算法改善因子

图４　理想条件下改善因子放大图

算法依然能够保持较好的杂波抑制能力，虽然旁瓣处也出
现了抖动情况，但相比于原有ＪＤＬ算法，系统性能的浮动
较小，这是因为改进后的ＪＤＬ算法由于优化了辅助通道结
构，波束指向性较好，在系统幅相误差情况下能够保持较好
的稳定性。

图５　５％阵元误差下各算法改善因子

下面就３种算法的运算量、所需样本数和辅助通道数
量进行分析，相关实验数据如表２所示。不难发现，虽然全
维ＳＴＡＰ的杂波抑制能力最强，但需要庞大的样本数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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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６％时域误差下各算法改善因子

图７　５％幅相误差下各算法改善因子

运算量，对于需要实时处理的机载雷达来说，这是难以接受
的。而两种降维算法的运算量和所需样本数量经过降维处
理后，都有了大幅度的减少，尤其是改进后的ＪＤＬ算法需
要的运算量和训练样本数量更少，也拥有更好的杂波抑制
性能。

表２　３种算法的运算量、所需样本数和辅助通道数量

算法类型 运算量 样本数 辅助通道数
最优ＳＴＡＰ　 Ｏ［（２５６）３］ ５１２ —

ＪＤＬ　 Ｏ［（２５）３］ ５０　 ２５
改进ＪＤＬ　 Ｏ［（２１）３］ ４２　 ２１

　　综上所述，相比于原有ＪＤＬ算法，本文提出的改进算
法进一步降低了系统复杂度，而且在理想情况下拥有更好
的杂波抑制性能，即使系统存在通道幅相误差，改进后的

ＪＤＬ算法仍然能够保持较好的稳定性。

３　结　　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改进的ＪＤＬ－ＳＴＡＰ降维处理算法，该
方法在选取局域处理单元时，除了调整局域处理单元外，还

在时域主通道对应的杂波脊处选取４个独立的辅助通道，
用以抵消主波束杂波并增强空域波束的指向性。分别在理
想和误差环境下进行了实验仿真，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提出
的改进ＪＤＬ算法的系统自由度和计算量更低，系统的杂波
抑制能力更好，并能够在幅相误差情况下保持较好的系统
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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