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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径向基函数网络的雷达目标

维像识别技术研究

我们知道
,

成熟的自适应递推最小二乘 算法是在 算法基础上的更精

确的递推方法
,

它不需要象 算法那样选择 自适应步长
,

如果将其应用于前馈网络的

训练学 习上
,

也就相应于避免选择学习常数 刀 和动量因子 砂 , 一 此外
,

算法在每

一时刻的迭代是 由输人训练样本形成的协方差阵递推求得权值的精确解 误差为零时的

解
,

因而其迭代的方向性更强
,

收敛速度也更快 所以
,

我们称之为快速 一
学

习算法

本文主要讨论利用 一 学 习算法的 来实现雷达 目标一维像的识别和分

类问题
, ‘” 又 算法不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

而是我们应用的工 具 我们从前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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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层神经网络 图 模式样本加窗学习

所示
,

实际输出 八 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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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输 出层第 及个节点对应于第 个模式时的期望输出为 , ,

则我们按照 式

定义加权输出误差目标函数
。

将 一 式中的 的 换为 的
,

即 可 得 到

对应的
一 学习算法

雷达 目标一维像识别结果

在模拟实验之前
,

我们还需要做如下假设 〔 所有 的希望输出为

‘ 劣

, 〔田
, , ,



计识别结果 表可 看出 维横向像在信噪 较高时 其识别率是很高的 是

于横向像中的某一元素为 目标相应窄纵条内各散射点回波之和
,

这些散射点回波间的相

。

一
。

。

一
。螂螂螂

口工︺

⋯
‘‘且

六门︺

拍螟召家

高斯核拓扑分布

测试样本

高斯径向基函数 对应判决曲线



弱 黄德双等 基于径向基函数网络的雷达目标一维像识别技术研究

对于 中的高斯非线性传输函数
,

其中的形状参数
,

等人 〔

给出了其取值的经验公式

夜 种径向基函数网络对 种飞机目标随嗓声样本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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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忘因子 又与收敛速度的关系

在实验中
,

我们还发现 遗忘因子 兄是收敛速度的隐函数
, 又取值越小

,

收敛速度越

快 但当 又取到一定下限时
,

收敛速度不再上升
,

而是呈现某一数值 图 给出了 种核

函数形式对应的 几与收敛速度的对数关系曲线 大约在 几降到 后
,

双指数的迭代收

敛次数不再下降
,

它的饱和值为 大约在 又降到 后
,

高斯核迭代收敛次数饱和值

为 大约在 几降到 后
,

三角核迭代收敛次数饱和值为

由此可以看出
,

这里的遗忘因子 几与 自适应滤波中的 又有着本质的区别
,

这里 几取较

小的值
,

不但不会影响性能
,

相反会加快收敛速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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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讨论了 使用 训练方法来识别雷达 目标一维像问题 主 要 就 弓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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