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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星载智能天线波束形成技术》分为7章。
第1章介绍了星载智能天线的研究背景、目的意义以及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第2章分析了Ka频段星地链路信号的传播特性。
第3章介绍了智能天线的基本控制算法。
首先介绍了智能天线的基本理论，包括天线阵列原理、阵列信号处理基础，然后介绍了部分智能天线
的基本控制算法。
第4章在分析了最小均方误差（LMS）算法的优点和缺点的基础上，提出了LMS改进算法。
第5章针对星上宽带信号的波束形成问题，提出了恒定束宽波束形成方法。
首先分析了现有恒定束宽波束形成方法，如傅里叶变换法、Chebyshev加权法、Bessel函数法及最小二
乘估计法。
第6章针对跳频通信系统，提出智能天线的波束形成方法。
在详细分析了跳频通信对智能天线波束形成的影响以及多种干扰方法对跳频通信信号干扰可行性的基
础上，针对能有效干扰跳频通信信号的干扰方法，提出跳频系统的智能天线波柬形成方法。
第7章是智能天线技术前景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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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从图6.1.1可以看出，在发送端，频率合成器受伪码的控制产生按一定规律变化的射
频频率，用该跳变的频率去调制基带信号，得到载波频率不断变化的射频信号，发送到信道之中。
跳频系统的解调方法有相干解调和非相干解调，采用较多的为非相干解调方式，因而调制方式一般采
用FSK等可以进行非相干解调的调制方式。
在接收端，接收到的信号（含干扰和噪声）经过高频放大滤波后送至混频器，接收机的本地载波是一
个与发送端一致的频率跳变信号，但与发送频率相差一个固定中频fIF，只要收发双方的伪码完全同步
，就可使收发双方的频率合成器同步输出，经混频后可得到一个固定的中频，然后对此中频信号进行
解调，就可恢复发送的原始信号。
对于干扰而言，由于不知道频率跳变的规律，它与本地振荡频率不相关，混频后不能进入中放的通频
带，因而被滤除，从而达到抗干扰的目的。
在这里，混频器实际上担当了解跳器的角色，将接收的信号转化为一固定的中频信号。
 跳频信号得到广泛应用，主要因为跳频信号具有如下优点。
 （1）具有低截获(Low Probability Intercept,LPI)性能。
从侦察角度而言，跳频带宽越宽，截获接收机需要的瞬时带宽就越宽，对处理速度的要求也越高，于
是截获接收机的技术难度、复杂程度和成本也随之明显增大；另外，跳频信号增大了截获接收机的带
宽，相应地降低了截获接收机的截获概率，使截获接收机很难对截获信号进行及时分析识别，从而提
高了军事通信的LPI性能。
 （2）具有强的抗干扰性能。
跳频信号的一个显着特点是在一个带宽范围内跳变，而连续跳变范围越宽，对抗系统对信号的搜索、
分析、识别和干扰就越困难，其抗干扰能力就越强。
目前，对付跳频信号的基本电子攻击手段还是宽带噪声阻塞干扰。
 （3）允许多用户同时工作，可以人为控制它们之间的相互干扰。
每个用户分配一个跳频码序列，这些序列之间的互相关函数的最大值可以人为控制在某个允许值内，
每个用户都只对自己的跳频码序列进行检测，而其它的跳频码信号被抑制掉，因此多个用户可以同时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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