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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毫米波线性调频连续波(LFMCW)雷达中，目标加速度存在使回波多普勒信号受到二次项调制，造成多普 

勒频谱畸变，从而导致 目标检测性能下降和参数估计精度损失．采用最大似然模型进行加速运动 目标检测和加速 

度一速度估计，提出了适合在一般高斯噪声环境 中(包括色噪声)该模型的速度_力口速度联合估计快速算法．另外也 

推导出了一般高斯环境下Chirp信号参数估计的 CRB界，为一般高斯环境下 Chirp信号参数的方差提供 了实际下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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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 Yu-Ming， ZHANG Rong—Quan， YANG Jia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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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millimeter Linear FMCW radar system．the echo Doppler signal quadratic modulated by the target acceler- 

ation will cause the Doppler spectrum aberration and reduce the detection performance and parameter estimation precision． 

In this study．an optimal model based on the Maximum Likelihood(ML)method and its fast algorithm for velocity and ac 

celeration estimation fitted for Gaussian noise were presented．Furtherm ore．the CRB of the parameter estimation of LFM 

under norm al gauss circumstance was alSO derives．It provides the real low bounds for variance of estimated para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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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以导弹、卫星和飞机等高速飞行器为平台的近 

距离、高分辨雷达应用系统以及工业控制和智能交通 

系统中，毫米波LFMCW 雷达以其体积小、重量轻、结 

构简单、分辨力高和无距离盲区等特点得到越来越广 

泛的应用⋯．毫米波 LFMCW雷达通过动目标检测 

(MTD)处理，得到目标的多普勒谱，从而可以进行动 

目标检测和速度估计 ．但是，当目标具有加速度时， 

加速度因子和速度因子将一起对 目标多普勒信号进 

行调制，形成 Chirp信号，而造成 目标多普勒谱发生 

畸变，致使目标检测性能和速度估计精度损失．Shi． 

mOB Peleg提出了多项相位变换算法 ，此方法以较 

小的运算量对白噪声环境中的目标速度和加速度进 

行估计，消除了因目标多普勒信号畸变而造成的信噪 

比检测损失，同时提高了目标速度估计精度；但是，由 

于目标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处于色噪声和杂波环境中， 

该检测与估计模型将因此变得很复杂．X．G．Xia提 

出的离散 Chirp．Fourier变换法 要获得好的估计性 

能时要求待估计的参数是 1／M的整数倍，但实际的 

情况往往不是这样．Legg J．A．和Gray D．A提出了一 

种对多项相位信号参数估计的最大似然(ML)算 

法。。 ，该算法具有通用性，并且不受噪声模型的限制， 

但运算量非常大． 

本文将在 Legg J．A．和 Gray D．A．提出的最大 

似然算法的基础上，推导出速度-力口速度估计的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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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速度估计，提出了适合在一般高斯噪声环境中(包括色噪声)该模型的速度-加速度联合估计快速算法.另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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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ion will cause the Doppler spectrum aberration and reduce the detection performance and parameter estimation pr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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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以导弹、卫星和飞机等高速飞行器为平台的近

距离、高分辨雷达应用系统以及工业控制和智能交通

系统中，毫米波 LFMCW 雷达以其体积小、重量轻、结

构简单、分辨力高和无距离盲区等特点得到越来越广

泛的应用[t] 毫米波 LFMCW 雷达通过动目标检测[2J

(MTD)处理，得到目标的多普勒谱，从而可以进行动

目标检测和速度估计[3] 但是，当目标具有加速度时，

加速度因子和速度因子将一起对目标多普勒信号进

行调制，形成 Chi叩信号，而造成目标多普勒谱发生

畸变，致使目标检测性能和速度估计精度损失. Shi

mon Peleg 提出了多项相位变换算法川，此方法以较

小的运算量对白噪声环境中的目标速度和加速度进

行估计，消除了因目标多普勒信号畸变而造成的信噪

比检测损失，同时提高了目标速度估计精度;但是，由

于目标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处于色噪声和杂波环境中，

该检测与估计模型将因此变得很复杂.X.G. Xia 提

出的离散 Chirp-Fourier 变换法[5] 要获得好的估计性

能时要求待估计的参数是 11M 的整数倍，但实际的

情况往往不是这样.Le距 J. A. 和 Gray D. A 提出了一

种对多项相位信号参数估计的最大似然 (ML) 算

法[6] 该算法具有通用性，并且不受噪声模型的限制，

但运算量非常大.

本文将在Legg J. A. 和 Gray D. A. 提出的最大

似然算法的基础上，推导出速度·加速度估计的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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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使最大似然估计的方法可用于实时系统中；最 

后，将详细推导出一般高斯环境下的 Chirp信号参 

数估计的 CRB下界，为实际情况中参数估计方差提 

供较为精确的下限、 

1 回波多普勒信号分析 

如图 1所示，设 LFMCW雷达工作波长 3mm，雷 

达发射信号在扫频段 =[一 ， ]内可表示为： 

sr(t)=Aocos{2rr[fot+ ／2]+ o} t∈ ， 

(1) 

其中，A。为发射信号的振幅 为发射信号的工作 

频率、Tm《 为目标的最大延时、 为发射信号有效 

时宽、 为有效带宽、 ：B／T为扫频斜率、 。为随 

机初始相位．如果略去目标反射引起的附加相移，点 

目标回波可表示为，k,s (t— (t))，k 是点目标反射 

系数和传播衰减产生的实常数因子， (t)是与时间 

有关的点 目标的回波时延．根据 A．Wojtkiewicz的研 

究 ，对回波信号与发射信号正交双通道混频 ，距 

离维上的谱分析后，可提取出目标回波的多普勒信 

号 ： 

5 (m)：SR(n ，m) 

= A，exp[J 竹 m+Am + o)]+N(nR，m) 

=pS(m )+Ⅳ(m) m=0，1，⋯，M一1 ， 

(2) 

其中P：Arexp(j2竹( m+Am + o) ．为归一 

化多普勒频率， = T、 =2v／A为目标的多普勒 

频率、． ：n ， 为动目标检测的周期数． 

式(2)中，当加速度为0的时，多普勒信号是一 

个单频信号，而加速度不为0时，多普勒信号畸变成 

Chirp信号．在毫米波应用中，由于波长很短，多普勒 

效应更加突出，畸变现象更加明显．图2给出了A= 

3ram．T=1ms， =50．25m／s，M=128条件下不同加 

速度的多普勒信号的频谱．可以看出在加速度存在 

图 1 LFMCW雷达发射信号与点 目标回波瞬时 

频率关系 
Fig．1 The instantaneous frequency of transmit and 

echo signal 

图2 加速度对多普勒频谱影响 
Fig．2 Effect of acceleration on doppler 

spectrum 

的情况下，多普勒信号展宽，而幅度下降了 15dB．如 

果忽略加速度对动目标检测的影响，那么检测性能 

必然下降，运动参数估计性能也要下降． 

由以上分析可知，当加速度存在时，雷达对运动 

目标的检测与信息提取是 Chirp信号的检测与参数 

估计． 

2 最大似然检测与加速度-速度估计模型 

在 Chirp信号的检测和参数估计中，Chirp—Fou- 

rier变换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方法，然而 Chirp—Fou- 

rier要求待估计的参数是 1／M的整数倍，当不满足 

这样的要求，参数的估计精度比较低．对于非随机参 

量估计，最大似然(ML)模型是信号检测和参数估计 

的最优模型． 

式(2)所描述的多普勒信号可表示成向量形 

式：S =[S (0， ， )，⋯，S (M一1， ， )] ，设噪 

声服从高斯分布，则多普勒信号的概率密度函数为： 

P( ipZ Vo)：= ； i j ；1 i丽 e一 R一 。 ‘ 一 ‘ R一 。 ， 

(3) 

其中S =[．s(0， ， )，⋯，．s(M一1， ， )] ， 

为本地参考序列．根据 Legg J．A．，Gray D．A．的研 

究 的最大似然估计函数为 ： 

[肼 。]：a玛 max] SRHR一’SI S R一’S ’ (4) 

对于任意给定的 ，／ ，A， 。的最大似然估计函数 

为 ： 

[ ， 。]_arg[嘿{Is 一ps] R～Is 一ps 3 t， 
(5) 

当噪声是高斯白噪声时，R～： 1，式(4)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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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使最大似然估计的方法可用于实时系统中;最

后，将详细推导出一般高斯环境下的 Chi叩信号参

数估计的 CRB 下界，为实际情况中参数估计方差提

供较为精确的下限、

1 回波多普勒信号分析

如图 1 所示，设 LFMCW 雷达工作波长 3mm ，雷

达发射信号在扫频段 Tf = [ - Tm ，T] 内可表示为:

ST(t) =Aocosl2τ[儿t +μi/2] + φ01 tETf 

(1) 

其中 ， A。为发射信号的振幅品为发射信号的工作

频率、Tm 4:;:.. T 为目标的最大延时、T 为发射信号有效

时宽、B 为有效带宽、μ =B/T 为扫频斜率、φ。为随

机初始相位.如果略去目标反射引起的附加相移，点

目标回波可表示为 ， k，sr(t -T(t)) ， k， 是点目标反射

系数和传播衰减产生的实常数因子 ， T (t) 是与时间

有关的点目标的回波时延.根据 A. Wojtkiewicz 的研

究~ 7 J 对回波信号与发射信号正交双通道:昆频，距

离维上的谱分析后，可提取出目标回波的多普勒信

号:

SR(m) =SR(川 ， m)

=A rexp[)2τ (J， m + fa m2 + ψ。)] +N(川 ， m)

=pS(m J. Ja) +N(m) m=O , I ,… ,M -1 

(2) 

其中 p = A rexp()2τ (!Vm +λm2+ψ。) ，J.， 为归一

化多普勒频率，J.. = fd T 、 fd = 2v/λ 为目标的多普勒
频率、 fa = αY/A ， M 为动目标检测的周期数.

式(2 )中，当加速度为 O 的时，多普勒信号是一

个单频信号，而加速度不为 O 时，多普勒信号畸变成

Chi叩信号.在毫米波应用中，由于波长很短，多普勒

效应更加突出，畸变现象更加明显.图 2 给出了 λ=

3mm , T = lms ,v =50. 25m/s ,M = 128 条件下不同加

速度的多普勒信号的频谱.可以看出在加速度存在

'/(1) 一发射信号瞬时频率
--阿波信号瞬时频率

fo 

2T+ 1'm 

图 1 LFMCW 雷达发射信号与点目标回波瞬时

频率关系
Fig. 1 The instantaneous frequency of transmit and 
echo sig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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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加速度对多普勒频谱影响
Fig. 2 Effect of acceleration on doppler 
spectrum 

的情况下，多普勒信号展宽，而幅度下降了 15dB. 如

果忽略加速度对动目标检测的影响，那么检测性能

必然下降，运动参数估计性能也要下降.

由以上分析可知，当加速度存在时，雷达对运动

目标的检测与信息提取是 Chi叩信号的检测与参数

估计.

2 最大似然检测与加速度·速度估计模型

在 Chi叩信号的检测和参数估计中， Chi叩-Fou

ner 变换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方法，然而 Chi叩-Fou

ner 要求待估计的参数是 11M 的整数倍，当不满足

这样的要求，参数的估计精度比较低.对于非随机参

量估计，最大似然(ML)模型是信号检测和参数估计

的最优模型.

式 (2 )所描述的多普勒信号可表示成向量形

式: S R = [S R ( 0 ,!V ,Ja ) ,…, S R ( M - 1 ,!V ，λ)]T，设噪
声服从高斯分布，则多普勒信号的概率密度函数为:

P(SR1pJvJa) =~ MI2, 1 112 / .，.， e-[Sr间]H.R- 1 • [SR训，
2τrM12detω(R) 

(3) 

其中 SR = [S(O ，Jv'λ) ，… ， S(M-l ，Jv'λ) r , 

为本地参考序列.根据 k韶1. A. , Gray D. A. 的研

究 JvJa 的最大似然估计函数为[6]

[九九] =吨 m皿 |S/R-1SI(4)
SHR-1S 

对于任意给定的 fv'λ ， A ， 冉的最大似然估计函数
为[6]

[AJo]=吨 .min， I [SR -pS J"R-1[SR -pS] 1 , 
l^ ，ψ。」

(5) 

当噪声是高斯白噪声时，RPI=毛1 ， 式 (4) 变成:
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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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g M -
。

I

．s (m)e— ( + m ) ， 

(6) 

_ k~ee，∑
一

SR(m)e— ‘加 )类似于 Chirp．Fou． 

rier变换的形式 ，所不同的是：在 Chirp．Fourier变换 

中，要求待估计的参数 和 是 1／M的整数倍，而 

最大似然方法却不受此限制． 

3 加速度-速度估计快速算法 

在一般高斯环境中，如果直接采用式(4)估计． 

和 ，需要复杂的求逆运算，本文提出的最大似然模 

型求解的快速算法，通过对协方差矩阵 R进行特征 

值分解并结合 FfTr算法降低运算量． 

R为噪声序列的协方差矩阵，表示如下： 

R= 

r LO) r L 1) ⋯ rl M 一1) 

r(1) r(0) ⋯ r(M一2) 

i ‘． 

r(M一1) r(M一2) ⋯ r(0) 

而R可对角化为 R= 1 F AF
，则： 

R～=争 F， 
其 中 F为 DfTr钜阵 ． 

F= 

l l 

1 e一丑 M 

1 e一 竹(M一 )／ 

l 

e一 竹( —1)／M 

e一 竹( —1) ／M 

， (7) 

(8) 

(9) 

A=diag([Ao，A，AM一。]) ， (10) 

其中，A =∑̂r(n)e一 ，是 R中第一列向量的 

DfTr． 

由式(8)和式(4)，可以将 !， 的估计值为进 
一 步表示为： 

。]-arg m axG(fo,f．) 

f A F (m)F(m ． )f 

其中 

a曙 _m 
l，r d J Den(L ) ’ 

(1 1) 

Fs
R
( = SR‘(n)e ， (12) 

f̂—1 ． 

F5(m )=∑̂e ‘ )e ” ， (13) 

M —l 

Den(f, )：∑̂[A I F (m )I] ，(14) 

显然，F (m)和为接收 ．s 的 DFF运算结果，F． (m， 

， )为参考序列 S的 DFF运算结果，与 S 无关． 

当噪声模型确定后 A 可以事先分析出来 ，故 Den 

( )也可事先进行计算． 

根据以上分析，总结出快速算法步骤： 

Stepl：事先计算 F (m )，A ，Den( )； 

Step2：对 S (n)序列进行 FfTr，得到 F (m)； 

Step3：通过式(1 1)得到G( ，O／)； 
 ̂  ̂

steI)4：二维网格搜索得到[ ， 。]； 

从以上分析看出，影响系统响应时间只与后面 

3步有关．可见由于采用矩阵分解。在实现时采用 

FfTr快速算法以及数据事先存储的方式，使得最大 

似然估计的运算量大大降低． 

4 仿真分析 

仿真 1：白高斯噪声环境的最大似然方法快速 

算法和 Chirp-Fourier方法性能比较 

设参数为：A=3ram，T=1 ms，v=50．25m／s．M= 

128，a=3．5m／s ．通过 100次蒙特卡洛实验，得到不 

同信噪比下 V和 a的估计方差，信噪比从 OdB到 

30dB，以5dB为步长． 

图3(a)、(b)分别是 和 在不同信噪比情况 

下采用本文的最大似然估计模型的快速算法和 

Chirp—Fourier变换方法的估计方差．其中 CRB界由 

附录 A式(25)给出．实际上，在白噪声环境中，这两 

种估计模型本质上是相同的，不同的是最大似然方 

法增大了搜索点的密度．从图中可以看出，由于待估 

计的参数不是 1／M的整数倍，所以 Chirp．Fourier变 

换的整体估计性能低于最大似然估计． 

仿真2：高斯色噪声环境的最大似然方法快速 

算法和 Chirp-Fourier方法性能比较 

用极点为 ／2的 AR(1)过程模拟色噪声．设 

参数为：A=3mm，T=1 ms，v=50．25m／s，M=128。a 

= 3．5m／s ．通过 100次蒙特卡洛实验，得到不同信 

噪比下 V和 a的估计方差，信噪比从 OdB到 30dB， 

以5dB为步长． 

图4(a)、(b)分别是 和 在不同信噪比情况 

下采用本文的最大似然估计模型的快速算法和 

Chirp-Fourier变换方法的估计方差．其中 CRB界由 

附录A式(24)给出Fisher信息矩阵决定．可以看出 

最大似然方法参数估计的方差接近色噪声环境下的 

CRB界，而采用 Chirp-Fourier变换，由于没有利用色 

噪声的功率谱密度信息，故其估计性能相对于最大 

似然方法明显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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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川E川，，J扣J

(6) 
.11 -1 

上式中， ZOSR(m)rF叫m+言巾- )类似于 Chi甲-Fou-

r即变换的形式，所不同的是:在 Chirp-F ourier 变换

中，要求待估计的参数式和工是 11M 的整数倍，而

最大似然方法却不受此限制.

3 加速度·速度估计快速算法

在一般高斯环境中，如果直接采用式(4) 估计1

和儿，需要复杂的求逆运算，本文提出的最大似然模

型求解的快速算法，通过对协方差矩阵 R 进行特征

值分解并结合 FFf算法降低运算量

R 为噪声序列的协方差矩阵，表示如下:

、
、
，
/

句
'


))' -AOU--J
l
飞

J
I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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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r
'
'
n
μ
 

( r' ) ··A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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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u
'

且
·


((f 
r
'
r
'
'
m

川

J
I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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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
I
l
l
i
-
-
l
l
l
I
l
l
-
L

= R 

r( M -1 )l 

r(M -2) I 

r( 0) J 

而 R 可对角化为 R=古FH庙，则:

, (7) 

F A H F l-M R 
(8) 

其中 F 为 DFf矩阵:

A M JJ ) um mu 亏

J r 

ll--l 
「
l
t
I
l
l
i
-
-
l
I
l
l
-
l
l
L

--E
且

r 问M-I)/，II I 

-J21T(M-1 )'/.11 I e - -' 

e 只节-1M

(9) 

A =diag( [λ。 ，A ， λM-I]) (10) 
11 -1 

其中，λ = I. r(n)e 向mn/M 是 R 中第一列向量的

DFf. 

由式(8) 和式 (4) ，可以将1.. ，λ 的估计值为进

一步表示为:

[止，JJ=a吃 T军G(兀 '/a)
M-I 

l 手 λm -1 F ,<< ( m) F ( m ,1., ,Ja) 1

2 

D阳(f，，Ja)
=are: max 

- [λ Jal 

) 1 ··A ( 

其中
,11-1 

FSR(rn)=ESJW)/JZWM (1 2 ) 

M-\ 

Fs(mιλ) =三户(加+儿时 )e 向川 , (13 ) 

11-1 

D叫王 A)=EMJl|Fs(mJtA)|] , (14) 

显然 ， F，<< (m) 和为接收 SR 的 DFf运算结果 ， Fs(m ，

1., ，/J 为参考序列 S 的 DFf运算结果，与 SR 无关.

当噪声模型确定后 λm 可以事先分析出来，故 Den

(f,,J,, ) 也可事先进行计算.

根据以上分析，总结出快速算法步骤:

Step1 :事先计算 Fs(m'/v ，JJ ， λm ,Den (f, '/a ) ; 
Step2 :对 SR( n) 序列进行 F凹，得到 Fs<<(m);

Step3 :通过式(1 1 )得到 G(f"曲， α) ; 

St咐:二维网格搜索得到[久，λ] ; 
从以上分析看出，影响系统响应时间只与后面

3 步有关.可见由于采用矩阵分解，在实现时采用

FFf快速算法以及数据事先存储的方式，使得最大

似然估计的运算量大大降低.

4 仿真分析

仿真 1 :自高斯噪声环境的最大似然方法快速

算法和 Chirp-F ourier 方法性能比较

设参数为:λ=3mm ， T = 1ms ,v =50. 25m/s ,M = 

128 ， α=3.5m/s2 . 通过 100 次蒙特卡洛实验，得到不

同信噪比下 U 和 α 的估计方差，信噪比从 OdB 到

30dB ，以 5dB 为步长.

图 3 (a) 、 (b) 分别是兀和λ 在不同信噪比情况

下采用本文的最大似然估计模型的快速算法和

Chirp-F ourier 变换方法的估计方差.其中 CRB 界由

附录 A 式(25 )给出.实际上，在自噪声环境中，这两

种估计模型本质上是相同的，不同的是最大似然方

法增大了搜索点的密度.从图中可以看出，由于待估

计的参数不是 11M 的整数倍，所以 Chirp-F ourier 变

换的整体估计性能低于最大似然估计.

仿真 2:高斯色噪声环境的最大似然方法快速

算法和 Chirp-Fourier 方法性能比较

用极点为 ~/2 的 AR( 1 )过程模拟色噪声.设

参数为:λ= 3 mm , T = 1 ms ,V = 50. 25 m/ s , M = 128 ， α 

=3.5m/s2 • 通过 100 次蒙特卡洛实验，得到不同信

噪比下 U 和 α 的估计方差，信噪比从 OdB 到 30dB ，

以 5dB 为步长.

图 4(a) 、 (b) 分别是f， 和 fa 在不同信噪比情况

下采用本文的最大似然估计模型的快速算法和

Chirp-F ourier 变换方法的估计方差.其中 CRB 界由

附录 A 式(24) 给出 Fisher 信息矩阵决定.可以看出

最大似然方法参数估计的方差接近色噪声环境下的

CRB 界，而采用 Chirp-F ourier 变换，由于没有利用色

噪声的功率谱密度信息，故其估计性能相对于最大

似然方法明显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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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a)白噪声环境中 估计均方差 R随信噪比S变 

化曲线 (b)白噪声环境中 估计均方差随信噪比变化 

曲线 

Fig．3 (a)variance off,with different SNR in white noise 

(b)’afiance of with different SNR in white noise 

图4 (a)色噪声环境中 估计均方差 R随信噪比S变 

化曲线 (b)色噪声环境中 估计均方差随信噪比变化 

曲线 

Fig．4 (a)variance off,with different SNR in color noise 

(b)variance off, with different SNR in color noise 

5 结论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由于加速度的影响，毫 

米波 LFMCW 雷达 目标 回波 多普勒信号 畸变成 

Chirp信号，使多普勒信号 的频谱展宽，峰值功率 

下降，从而造成了目标检测性能下降和参数估计 

精度损失的现象；在此分析基础上，提出了最大似 

然检测模型的求解的一种快速算法，该算法大大 

提高了最大似然算法的效率；对于最大似然检测 

模型，本文通过仿真分析证明：① 在 白噪声环境 

下，最大似然估计方法估计 的参数 的方 差接近 

CRB下界，当待估计参数不是 1／M的整数倍时，其 

估计性能 比 Chirp．Fourier变换好；② 在色噪声环 

W —l 

2∑A ’l F．S l 0 
m =0 

{ )’ 

[I(毗= {[ ]nR_l㈤[ ]) 

= ： [F． 小· ] )， 

： —

OAd 2~oS
：  S ， 

aA aA 

：  

OAd2~os
： 。s ， 

a o a o 。 ’ 

：  

OAd2~~S
： 1TA 。N．S ⋯  ’ 

：  

OAd2~oS
：j2,rrAd2~。N．S 

’ 

N=Diag([0，1，A M一1)] ， 

刚 h 信 自辐 睦 ． 

显然，对于白噪声，R～： I(I为单位对角矩阵)， 
or 

则得到： 

0 

8,rr A ∑ Am lF．Sl 8,rr A ∑ mAm lF．Sl 2 
m = U m  U 

81T A m lF·sI 81T A m A二 lF·sl 2m 

81T A m Am’IF·Sl 2
． 81T A m Am IF·sl 2m 

1T A 

1T A 

1T A 

0 

m Am IF．Sl 2
． 

m=0 

一 l 

∑m Am lF．Sl 2m 
m=0 

m Am-IF
．sl 2m 

m =0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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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a) 白噪声环境中1 估计均方差 R 随信噪比 5 变

化曲线 (b) 白噪声环境中λ 估计均方差随信噪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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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 a) variance of 1. with different SNR in white no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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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a) 色噪声环境中λ 估计均方差 R 随信噪比 5 变

化曲线( b) 色噪声环境中λ 估计均方差随信噪比变化

曲线
Fig. 4 ( a) variance of 1. with different SNR in color noise 

( b) variance of 1., with different SNR in color noise 

5 结论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由于加速度的影响，毫

米波 LFMCW 雷达目标回波多普勒信号畸变成

Chi叩信号，使多普勒信号的频谱展宽，峰值功率

下降，从而造成了目标检测性能下降和参数估计

精度损失的现象;在此分析基础上，提出了最大似

然检测模型的求解的一种快速算法，该算法大大

提高了最大似然算法的效率;对于最大似然检测

模型，本文通过仿真分析证明:①在白噪声环境

下，最大似然估计方法估计的参数的方差接近

CRB 下界，当待估计参数不是 11M 的整数倍时，其

估计性能比 Chirp-Fourier 变换好:②在色噪声环

11-1 
2 三产 1 IF. SI 2 O 

境下，由于最大似然估计模型充分利用了色噪声

的统计信息，故其估计性能比 Chirp-Fourier 变换的

估计性能明显改善，并接近本文最后推导出的一

般高斯环境下 LFM 参数估计的 CRB 下界.

附录 A 一般高斯环境下 Chirp 信号 CRB 界

在高斯观测的情况下，假定:

SR -N( μ(9) ， R(9)) , (15) 

其中， 9 = [A ， 酌 .Jv .J.J ， 以 9) 为 M x 1 的均值矢量，
R(9)为噪声的 MxM 的协方差矩阵.

则 Fisher 信息矩阵由下式给出[7]

r[学lHRI(0)[啦!
[1(9)L=2RI " ~ 

l+~→十t仿叫巾收r斗忡忡忖[问忡问忡R- ' (川.叶飞l气(
(16 ) 

一般情况下，噪声的协方差矩阵 R 与待估计的

参数@元关，所以 F日IS由he盯r 信息矩阵可简化为:

[1(9) lJ 升吨[旦组非A守驴吼啊努铲如轩i斗平l(R-内向什H、、R- '叫-→l

乍{协主杂ι扒λUν叫~I [F . 组守非吼扩铲如i斗l:>[vF . 旦组嗜非吼A守驴吼劳铲如i斗]J ，
(17) 

其中:

aμ(9) aAe'2叩OS
旦~=an，t; ""=e'2叩OS , (18) 

aA δA 

旦旦组1=旦旦士?=l2τAe'2节ψOS ， (19) 
aφ。 δ({)o J 

au.( 9)δAe'2叩OS • ,2 
旦E旦L= 一一一一一 =J27rAe'L7rψON. S , (20) 

ifv 以 J

aμ(9) aAe'2叩OS
坚坚L = V"~~ r ~ = J2 7rA户ψON. S , (21) 
玩玩 J

N = Diag( [0 , 1 ,A M - 1 ) ] , (22) 

则 Fisher 信息矩阵为:

显然，对于白噪声，R I= 毛1(1为单位对角矩阵) , 
σ 

则得到:

O O 

1-M O 
11-1 .11-1 M-I 

8τ2A2 三 λ ';:'IF.SI;:' 8τ2 A 2 2. mλ';:'IF. SI :, 8τ2A2 2. m2 λ ~'IF. SI :, 
m=O m=O m=O 

(23 ) 
O 

.11 -1 M • M-I 

8τ2A2zomλ~IIF.SI: 8τ2A2zom2λ~'IF.SI: 8τ2A2zom3λ~'IF.SI: 

11-1 .11 -1 M-I 

o 87r
2 

A
2 2. m2 λ ，;: 1 IF. SI :, 8τ2A2Zm3λ';:'IF. SI :, 8τ2A2 2. m4λ ~'IF. SI: 

m =0 m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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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而 CRB界为 Fisher信息矩阵的逆矩阵的对角 

线元素确定．在均匀采样 ，采样间隔为 T的条件下， 

高斯白噪声环境的各参数 CRB界由下式确定： 

CRB[A]= 19" 

CRB E? ]= 45 。 1 
27r A。 (M4—5M +4)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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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CRB 界为 Fisher 信息短阵的逆短阵的对角

线元素确定.在均匀采样，采样间隔为 T 的条件下，

高斯白噪声环境的各参数 CRB 界由下式确定:

CRB[A]=豆
2M 

卢^ 3 厅 3M
2

-7CRBL 'Po J =一 2 , 2 
32τ2 A2 M(M2 -4) 

(25 ) 

C阻止] =土〈一」二÷
32τ2 A 2 'f2 M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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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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