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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频干扰对消技术的系统设计与仿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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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现有大型电子信息系统中同平台接收设备受到同平台发射设备的发射干扰情况，研究
了可对消发射设备干扰的射频干扰对消技术。分析了射频对消技术的理论模型，提出了射频对消技
术的系统设计方案，重点研究了信号调整、信号检测和系统控制３个主要单元的设计和系统控制算
法。系统仿真结果验证了该系统设计方法的正确性。该系统设计方法可用于进行后续的样机研制。
关键词：电子信息系统；共址干扰；射频干扰对消；系统设计；信号调整；信号检测；系统控制
中图分类号：ＴＮ８５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 － ８９３Ｘ（２０１３）０３ － ０２５９ － ０６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Ｆ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ａｎｃｅｌ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ＡＩ Ｘ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ｈｅｎｇｄｕ ６１００３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ｓｉｔｅ ＲＦ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４ＩＳＲ 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 ＲＦ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ａｎｃｅｌ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ｍｏｄｅｌ，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ｓｉｇｎ ｓｃｈｅｍｅ 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ｉｎ ｕｎｉｔ，ｓｉｇｎａｌ ａｄ
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ｓｉｇｎａｌ ｄｅｔ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ｙｓｅｍ 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 ａｒｅ 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Ｔｈｅ ｓｙｓ
ｔｅｍ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ｖａｌｉｄ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ｓｉｇ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ｂｅ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ｑｕｉｐ
ｍｅｎｔ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４ＩＳＲ 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ｓｉｔｅ ＲＦ ｉｎｔｅｒｅｒｅｎｃｅ；ＲＦ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ａｎｃｅｌｌ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ｓｉｇｎ；ｓｉｇｎａｌ ａｄｊｕｓｔ
ｍｅｎｔ；ｓｉｇｎａｌ ｄａ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１ 引言
为了满足作战应用，现有的大型电子信息平台

上装备了越来越多的电子设备。通信、雷达、导航等
不同系统的设备同时工作，造成平台内电磁兼容环
境恶劣、环境电磁噪声恶化、高灵敏度的设备极易受
到同平台其他设备主频和宽带噪声的影响，造成设
备饱和或降灵，这是发展大型电子信息平台所必然
面临的问题。

对于这种同平台收发设备的干扰情况，采用天

线布局和滤波器的作用都比较有限，不能解决进入
接收通带主频的干扰信号，而引入射频干扰对消技
术，可用来对消进入滤波器通带内的同平台主频干
扰和宽带噪声干扰。

射频干扰对消技术通过对同平台的干扰源进行
采样，用来对消进入滤波器通带内的干扰噪声和主
频发射。射频干扰对消技术在国外较早进入工程实
用，国内的研究跟进相对较晚。国内的研究最早是
对干扰对消技术进行系统的原理性分析和理论模型
分析［１ － ２］，后续也有研究人员在雷达收发泄露干扰
上采用了该技术，并进行了深入研究［３ － ４］。国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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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相对起步较早，把该技术广泛应用到了雷达的
收发泄露抑制［５ － ６］、民用通信［７ － ８］和军用通信
中［９］。

在美军的新一代电子战飞机ＥＡ１８Ｇ上，其装
备了射频对消设备ＩＮＣＡＮＳ，用于在电子战发射时抑
制干扰机的宽带噪声，保持同频段通信系统的工作
能力，实现了干中通，极大提升了飞机的作战能
力［９］。

针对射频干扰技术的技术特点，本文对该技术
进行了理论分析，提出了系统实现方案，并对系统特
性和关键技术展开了分析。

２ 理论模型分析
２ ．１ 射频对消的数学模型

射频对消技术的数学原理是矢量的合成叠加。
干扰信号可以比拟为直角坐标空间的一个矢量，利
用另一个与该矢量有相同信息特征的等幅反相矢量
与之合成，从而抵消掉该干扰信号［１ － ３］。

如图１所示，干扰信号可以描述为极化图上的
矢量Ａ，它包含幅度和相位两方面的信息。矢量Ｂ
用来对消该干扰信号。若要实现对消，Ｂ需要与矢
量Ａ幅度相同、相位相反，这样合成矢量Ｃ才能够
趋于零。对消的过程也就是调节矢量Ｂ使其达到
与矢量Ａ等幅反向的过程。

图１ 矢量合成对消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ｆｉｇｕｒｅ ｏｆ ｖｅｃｔｏｒ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ｎｇ

２ ．２ 对消技术的原理模型
从数学原理出发，射频干扰对消技术的原理模

型可用图２所示的框图来描述。系统框图中有两个
信号输入通道：空间耦合通道和参考通道。天线间
的共场地干扰的空间耦合通道是主通道。参考通道
用于引入一矢量与干扰信号进行对消。框图中的恶
检测通道用于取样对消后的干扰信号，并对主通道
的对消效果进行检测。

图２ 射频对消原理模型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ＲＦ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ａｎｃｅｌｌａｔｉｏｎ

在图２中，接收机的接收信号是有用信号Ｓ和
干扰信号Ｊ０。主通道的干扰信号Ｊ０和参考信号Ｊｔ
是来自同一干扰信号源，但分量不同的两个相关信
号。在有用信号Ｓ和干扰Ｊ０进入接收机前，把Ｊｔ引
入来抵消干扰Ｊ０，并且用两个通道的信号合成后的
残余信号ｅ来调节参考信号Ｊｔ的幅相参数，使其与
空间耦合干扰信号Ｊ０幅度相等、相位相反，从而建
立起一个负反馈控制环路，对消主通道干扰信号。

整个对消的原理模型简单明了，其重点是建立
反馈的控制环路，针对对消后的残差信号来自适应
地调节参考通道的信号幅相特性，这也是整个对消
系统实现的理论基础。

３ 系统模型分析
根据图２所示的对消原理模型，把其中的幅相

调整和对消效果检测工程化后，转化为可实现的工
程化系统框图，如图３所示［３ － ５］。

图３ 射频对消系统框图
Ｆｉｇ．３ ＲＦ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ａｎｃｅｌｌ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在整个射频对消系统框图中，参考通道是对采
样的干扰信号进行幅相调整；检测通道是对对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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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进行检测，检测效果用来控制信号的幅相调
整。整个工程化模型主要包括信号调整、信号检测
和反馈控制３个主要单元。
３ ．１ 信号调整单元
３ ．１ ．１ 正交信号调整方式

信号调整单元用于实现采样的干扰信号的幅度
和相位调整，达到与空间耦合信号等幅反相的效果。

设空间耦合信号和采样的干扰信号在同一极坐
标系中，要达到对采样干扰信号的调整，框图中的幅
相调制需要具有极坐标系中３６０°的任意相位调整能
力和信号放大和衰减能力。信号的衰减和放大在工
程实现上难度不大，而信号的３６０°移相尽管可以采
用移相器实现，但是要实现可以满足工程应用的宽
频带应用很难，并且很难保证精确的移相控制。

为了满足工程化应用，对信号调整采用了工程
上常用的正交信号调整方法，把对一个信号的３６０°
相位调整转化为对其投影的两路正交信号的幅度调
整和反向调整。

图４ 正交信号合成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ｆｉｇｕｒｅ ｏｆ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ｓｉｇｎ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ｎｇ

如图４所示，要把采样信号矢量Ｂ调整到与空
间耦合信号矢量Ａ等幅反向，采用正交坐标系坐标
轴上的两个矢量ＡＩ和ＡＱ来合成所需要的矢量Ｂ。

Ｂ ＝ － Ａ
ＡＩ ＝ Ｂ·ｃｏｓθ
ＡＱ ＝ Ｂ·ｓｉｎθ （１）

对于矢量ＡＩ和ＡＱ，我们只需要调整其幅度和
进行１８０°的反向，就能使其合成矢量Ｂ在坐标轴上
实现０° ～ ３６０°的相位旋转，并且其幅度也可由坐标
轴上的两个矢量调节。这样对一个矢量信号进行
３６０°的相位和幅度调整就转换为更容易工程化实现
的调整两个正交信号的幅度和１８０°反向。
３ ．１ ．２ 信号调整精度对系统的影响

由于在实际系统中，空间耦合信号矢量和采用
的干扰信号矢量不可能完全幅度相等、相位相反，对

消会不彻底，两者将会合成一个新的矢量，我们称为
对消后剩余误差信号。为了评价对消性能，引入对
消比的概念。对消比是指空间耦合信号功率和对消
后剩余的误差信号功率之比。假设空间耦合信号为
Ａ，采样的干扰信号为Ｂ，用三角函数表示两个矢量
如下：

Ａ ＝ Ａｅ（ｊｗｔ）

Ｂ ＝（Ａ ＋ΔＡ）ｅ（ｊｗｔ ＋Δθ） （２）
其中，ΔＡ表示矢量Ａ与Ｂ的幅度差，Δθ表示两个
矢量在极坐标上的相位差。矢量Ａ与矢量Ｂ的合
成矢量为对消后矢量，定义其为Ｃ，且有Ｃ ＝ Ａ ＋
Ｂ。描述对消效果的对消比可以表述如下：

Ｄ（ｄＢ）＝ １０ ｌｇ（ＡＣ）２ （３）
其中，Ｄ表示干扰信号和对消后信号的功率之比，
也称为对消比。对上式进行推导：
Ｄ（ｄＢ）＝ １０ ｌｇ（ＡＣ）

２
＝ １０ ｌｇ（ ＡＡ ＋ Ｂ）

２
＝

－ １０ ｌｇ（Ａ ＋ ＢＡ ）２ ＝ － １０ ｌｇ（１ ＋ ＢＡ）
２
＝

－ １０ ｌｇ（１ ＋ ２ ｜ Ｂ ｜｜ Ａ ｜ ｃｏｓΔθ＋
Ｂ
Ａ

２） （４）
取Ｍ ＝ ２０ ｌｇ（｜ Ｂ ｜｜ Ａ ｜），它表示采样信号矢量与空

间耦合信号矢量的功率比，则上式可以表述为
Ｄ（ｄＢ）＝ － １０ｌｇ（１ ＋ ２ × １０Ｍ２０ｃｏｓΔθ＋ １０Ｍ１０） （５）

式中，Ｍ和Δθ为变量，利用上式可以计算出功率比、
相位差两个参数与对消比的关系图，如图５所示。

图５ 对消比示意图
Ｆｉｇ．５ Ｆｉｇｕｒｅ ｏｆ ｃａｎｃｅｌｌ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

如图５所示，要实现较高的对消比，采样的干扰
信号量Ｂ与耦合信号量Ａ之间的幅度差和相位差
都要达到非常低的精度。如果直接用移相器来实
现，难度非常大，现改为用一对正交信号的幅度变化
来调节，更加容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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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信号检测单元
在射频对消系统中，如何对对消结果进行检测

评估是射频对消系统设计时必须考虑的问题。如何
实现快速稳定地达到预期的对消比水平是整个射频
对消系统的设计难点。

经过参考信道的信号对消后，空间耦合信号的
幅度减弱，对于对消后信号的检测是从信号幅度的
方面进行［３ － ５］。检测通道所采集到的信号幅度代表
了信号对消的水平，若系统实现了高对消比的对消，
那么采集到的检测信号幅度越小。

通过对残差信号进行检测，可以评估对消效果，
并为对消控制提供依据。误差检测需满足检测快、
动态大的要求。误差检测处于对消系统的反馈回路
中，检测时间的长短也将直接影响对消控制的收敛
速度；另一方面，误差检测也要满足较大范围的检测
动态范围，与信号调整所能实现的对消比所匹配。

对对消后残差信号的检测方法有功率检测、模
拟相关检测、数字相关检测等多种方法，需要检测的
信息包括对消后信号的相位和幅度两方面信息。由
于在信号调整中，采用了一对正交矢量合成所需要
的参考信号的方式，那么对对消后信号的检测也需
要分成一对正交信号的检测，检测的结果分别对应
到信号调整的两路正交信号。

对信号幅度和相位的检测可以采用检波或混频
的方式进行。在工程中常采用混频检测的方式，对
消后信号幅度的大小与混频后检测信号的幅度大小
相关，对消后信号幅度越小，所表征的检测信号的幅
度越小。该检测信号再送入系统控制单元，做为控
制幅相调整的参照。
３ ．３ 系统控制单元

系统控制完成检测信号输入到信号调整输出的
整个过程。检测信号表征了此刻射频对消的效果，
系统控制单元接受了检测信号，根据系统此刻的检
测效果实时对信号调整单元进行调整，控制采用信
号的幅相输出。整个过程形成了负反馈的控制环
路，使得系统能够正常工作，多次反馈过程后，系统
达到所需要的输出，实现对消效果。
３ ．３ ．１ 控制方式与实现

为了实现负反馈环路，可以采用模拟或数字的
方式来实现系统控制。接收检测信号后，进行运算，
再输出给信号调整单元的控制信号。在满足负反馈
环路的收敛性后，控制方式采用模拟方式就可以满

足系统要求，为了便于后期的应用扩展和工程化应
用，可以采用数字控制的方式实现系统的控制［６，１０］。
３ ．３ ．２ 控制算法分析

在系统中采用了负反馈的控制环路，分析负反
馈系统的收敛条件，选好合理的系统参数和控制算
法，可以使系统达到快速稳定的收敛［２，１０］。

由图２可知，对消后的合成信号为
ｅ ＝ Ｓ ＋ Ｊ０ ＋ Ｙ （６）

将式（６）两边平方，得到
ｅ２ ＝ Ｓ２ ＋（Ｊ０ ＋ Ｙ）２ ＋ ２Ｓ·（Ｊ０ ＋ Ｙ） （７）

因为Ｓ 和Ｊ０是互不相关的两个信号，故有
Ｅ［Ｓ（Ｊ０ ＋ Ｙ）］＝ ０，所以式（７）可以改写为

Ｅ［ｅ２］＝ Ｅ［Ｓ２］＋ Ｅ［（Ｊ０ ＋ Ｙ）２］ （８）
在对消系统的内部结构进行调整时，有用信号

的功率Ｅ［Ｓ２］是不变的，故有：
Ｅ［ｅ２］ｍｉｎ ＝ Ｅ［Ｓ２］＋ Ｅ［（Ｊ０ ＋ Ｙ）２］ｍｉｎ （９）

由上式可知，Ｙ是Ｊ０的最小均方估计，因此ｅ也
就是Ｓ的最小均方估计。当Ｙ ＝ － Ｊ０时，ｅ ＝ Ｓ成立。

由以上分析可知，自适应抵消器的核心就是以
Ｅ［ｅ２］最小为准则。自适应处理器对干扰采样Ｊｔ进
行变换，使其输出Ｙ与Ｊ０等幅反相，从而达到干扰
抵消的目的。

根据图３所示的系统框图，采用的是两路正交
信号做幅度调整。设Ｊ０ ＝ ＵＩ ＋ ＵＱ，其中ＵＩ和ＵＱ是
Ｊ０的两路正交分量，同样设Ｙ ＝ ＹＩ ＋ ＹＱ，ＹＩ和ＹＱ可由
ＵＩ和ＵＱ的适当加权得到，即有

ＹＩ ＝ ＷＩ·ＵＩ， ＹＱ ＝ ＷＱ·ＵＱ （１０）
在系统中为了不引入额外的噪声，一般是采用

衰减方式，因此有ＷＩ和ＷＱ的绝对值均小于等于１。
设权值矢量Ｗ ＝ ［ＷＩ ＷＱ］Ｔ，干扰采样Ｊｔ ＝

［Ｕ１ ＵＱ］Ｔ，则有
Ｙ ＝ ＷＴ·Ｊｔ ＝ ＪＴｔ·Ｗ （１１）

Ｅ［（Ｊ０ ＋ Ｙ）２］＝ Ｅ［Ｊ０］２ ＋ ２Ｅ［Ｊ０·Ｙ］＋ Ｅ［Ｙ］２
（１２）

将式（１０）代入到式（１１）可得
Ｅ［（Ｊ０ ＋ Ｙ）２］＝ Ｅ［Ｊ０］２ ＋ ２Ｅ［Ｊ０·ＪＴｔ］·Ｗ ＋

ＷＴ·Ｅ［Ｊｔ·ＪＴｔ］·Ｗ （１３）
令Ｅ［Ｊ０·ＪＴｔ］＝ Ｒｘｄ，Ｅ［Ｊｔ·ＪＴｔ］＝ Ｒｘｘ，则有

Ｅ［（Ｊ０ ＋ Ｙ）２］＝ Ｅ［Ｊ０］２ ＋ ２Ｒｘｄ·Ｗ ＋ ＷＴ·Ｒｘｘ·Ｗ （１３）
其中，Ｒｘｘ和Ｒｘｄ分别如下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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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ｘｘ ＝

１
Ｔ∫
Ｔ

０
Ｕ１（ｔ）Ｕ１（ｔ）ｄ ｔ １

Ｔ∫
Ｔ

０
Ｕ１（ｔ）ＵＱ（ｔ）ｄ ｔ

１
Ｔ∫
Ｔ

０
Ｕ１（ｔ）ＵＱ（ｔ）ｄ ｔ １

Ｔ∫
Ｔ

０
ＵＱ（ｔ）ＵＱ（ｔ）ｄ











ｔ

（１４）

Ｒｘｄ ＝

１
Ｔ∫
Ｔ

０
Ｊ０Ｕ１（ｔ）ｄ ｔ

１
Ｔ∫
Ｔ

０
Ｊ０ＵＱ（ｔ）ｄ











ｔ

（１５）

只要Ｊｔ和Ｊ０是平稳慢变化过程，Ｒｘｘ和Ｒｘｄ就可
认为是常数。由式（１３）可知，Ｅ［（Ｊ０ ＋ Ｙ）２］是权系
数Ｗ的二次函数。对于该二次函数，其权函数的极
值就是其数学期望满足要求的最优解。对消后合成
信号的数学期望Ｅ［ｅ２］与Ｅ［（Ｊ０ ＋ Ｙ）２］相比，只是
相差一常数，因此两者的最优权值是同一个解，可通
过对式（１３）求解得到。Ｅ［（Ｊ０ ＋ Ｙ）２］的权函数图形
可表示为如图６所示的二次函数曲线图，其最优权
值即是系统的最优解。

图６ 误差函数的权函数示意图
Ｆｉｇ．６ Ｆｉｇ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ｉｇｈ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如图６所示，要求得Ｅ［（Ｊ０ ＋ Ｙ）２］ｍｉｎ所对应的
最优权函数，即有

δＥ［（Ｊ０ ＋ Ｙ）２］
δＷ ＝ ０ （１６）

将式（１６）代入式（１３），经过运算处理后求得权
值最优解为

Ｗｏｐｔ ＝ Ｒ － １ｘｘ·Ｒｘｄ （１７）
在系统控制单元中，利用迭代方法把式（１７）数

学实现，完成对输出权值的修正，多次迭代后，得到
系统的最佳权值。

４ 仿真分析
结合系统的整体技术方案，对实现干扰对消技

术的３个主要单元进行了单元设计和关键特性分
析，并进行了控制算法分析，掌握了干扰对消技术的
总体设计技术。根据整个系统的方案架构和单位分

析工作，利用仿真软件搭建如图３所示的系统框图，
设置一组系统初始参数如下：干扰信号Ｊ０的幅度为
１，有用信号Ｓ的幅度为１，初始权值为０，两路信号
间的相位差为１００°，并进行仿真模拟。

仿真得到的两路系统权值变化如图７所示，经
过不到２０次迭代后，系统的两路权值均达到了稳定
状态。

图７ 系统权值变化图
Ｆｉｇ．７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ｅｉｇｈｔ

图８ 归一化干扰信号幅度变化图
Ｆｉｇ．８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ｉｇｎａｌ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

仿真得到的归一化干扰信号幅度变化曲线如图
８所示，在约２０次迭代后，干扰信号的归一化幅度值
就基本上趋于零。结合图７对比分析，在约２０次迭
代后，系统权值的两路权值趋于一稳定数值，此时的
干扰信号幅度也趋于零，说明系统在约２０次迭代后，
达到了稳定状态。

仿真结果表明，依照前面所述的系统架构和系统
控制算法，整个对消系统的可以达到期望的工作状
态，并且稳定工作，验证了系统方案设计的正确性。

５ 结语
射频对消系统在平台电磁兼容方面有不可替代

的技术优势。研究了对消系统的系统方案和系统中
主要单元的实现，并进行了模拟仿真，验证了进行超
短波干扰对消的可行性，为后期工程研制奠定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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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研究基础。
参考文献：
［１］ 姚中兴，李华树，任桂兴．通信自适应干扰对消系统的

性能分析［Ｊ］．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１９９５，２２（３）：
２５６ ２６１．
ＹＡＯ Ｚｈｏｎｇｘｉｎｇ，ＬＩ Ｈｕａｓｈｕ，ＲＥＮ Ｇｕｉｘ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ａｎｃｅｌｌ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Ｘｉｄｉ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９５，２２（３）：２５６－ ２６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 郑伟强，杜武林．自适应干扰抵消研究［Ｊ］．电讯技术，
１９９１，３１（６）：２０ － ２７．
ＺＨＥＮＧ Ｗｅｉｑｉａｎｇ，ＤＵ Ｗｕｌｉ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
ｅｎｃｅ Ｃａｎｃｅｌｌｉｎｇ［Ｊ］．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１９９１，
３１（６）：２０ － ２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 郦舟剑，王东进．毫米波连续波雷达载波泄漏对消—理
论分析与系统仿真［Ｊ］．现代雷达，１９９８，２０（２）：１－ １１．
ＬＩ Ｚｈｏｕｊｉａｎ，ＷＡＮＧ Ｄｏｎｇｊｉｎ． Ｃａｒｒｉｅｒ Ｆｅ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 Ｎｕｌｌｉｎｇ
ｉｎ Ｍｉｌｌｉｍｅｔｅｒ Ｗａｖ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Ｗａｖｅ Ｒａｄａｒ———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Ｊ］． Ｍｏｄｅｒｎ Ｒａｄａｒ，１９９８，２０
（２）：１ － １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 郭联合，王东进．毫米波连续波雷达载波泄漏对消
［Ｊ］．现代雷达，２００１，２３（４）：４１ － ４５．
ＧＵＯ Ｌｉａｎｈｅ，ＷＡＮＧ Ｄｏｎｇｊｉｎ． Ｃａｒｒｉｅｒ Ｆｅ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 Ｎｕｌｌｉｎｇ
ｉｎ Ｍｉｌｌｉｍｅｔｅｒ Ｗａｖ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Ｗａｖｅ Ｒａｄａｒ［Ｊ］． Ｍｏｄｅｒｎ
Ｒａｄａｒ，２００１，２３（４）：４１ － ４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Ｌｉｎ Ｋａｉｈｕｉ，Ｗａｎｇ Ｙ Ｅ，Ｐａｏ ＣｈｅｎｇＫｅｎｇ，ｅｔ ａｌ ． Ａ ＫａＢａｎｄ
ＦＭＣＷ Ｒａｄａｒ ＦｒｏｎｔＥｎｄ Ｗｉｔｈ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Ｃａｎｃｅｌｌａｔｉｏｎ
［Ｊ］．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ｅｃｈ
ｎｉｑｕｅｓ，２００６，５４（１２）：４０４１ － ４０４８．

［６］ Ｌｉｎ Ｋａｉｈｕｉ，Ｗａｎｇ Ｙ Ｅ．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ＤＳＰ ｆｏｒ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Ｐｏｗｅｒ
Ｃａｎｃｅｌ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ＭＣＷ Ｒａｄａｒｓ［Ｃ］／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２００４
ＩＥＥＥ ６０ｔｈ Ｖｅｈｉｃｕｌａ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ｉｓｃａｔａｗａｙ，ＮＪ，
ＵＳＡ：ＩＥＥＥ，２００４：３９０５ － ３９０７．

［７］ Ｎｉｓｈｉｍｏｒｉ Ｋ，Ｙｏｍｏ Ｈ，Ｐｏｐｏｖｓｋｉ Ｐ．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ａｎｃｅｌ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Ｒａｄｉｏｓ Ｕｓ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 Ｓｉｇ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Ｊ］．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Ｃｏｍｍｕ
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１，１０（９）：２９７１ － ２９８１．

［８］ 张贤达．现代信号处理［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５．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ｎｄ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ｉｇ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ｓ
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Ｋａｔｈｌｅｅｎ Ｃ． Ｎｅｗ ｄｏｇ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ｇｈｔ［Ｊ］． Ｂｏｅｉｎｇ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２００６
（９）：１２ － １７．

［１０］ Ｌｉ Ｐｅｎｇ，Ｌａｍａｒｅ Ｒ Ｃ，Ｆａ Ｒｕｉ．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Ｓｕｃｃｅｓ
ｓ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ａｎｃｅｌ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ｕｓｅｒ ＭＩＭＯ
Ｓｙｓｔｅｍｓ［Ｊ］．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１，１０（８）：２４３４ － ２４３９．

作者简介：
赖鑫（１９８３—），男，重庆人，２０１０年于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为工程师，
主要研究航空电子系统、电磁兼容等。

ＬＡＩ Ｘｉｎ ｗａｓ ｂｏｒｎ ｉｎ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ｉｎ １９８３． Ｈｅ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ｔｈｅ Ｐｈ． Ｄ． ｄｅｇｒｅｅ ｆｒｏｍ Ｘｉｄｉ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２０１０． Ｈｅ ｉｓ ｎｏｗ ａ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
ｃｅｒｎｓ ａｖｉｏｎｉｃ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ＥＭＣ．

Ｅｍａｉｌ：ｌｌｅｘｔ＠１６３． ｃｏｍ

·４６２·

ｗｗｗ． ｔｅｌｅｏｎｌｉｎｅ． ｃｎ 电讯技术 ２０１３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