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献 的技术是基于信号的协方差阵已知
,

而这在实际中难以做到 文献 一 。〕的方

法都假定较准确地 已知至少一个校正源的方向
,

但在实际中校正源方向的测量越准确就

越困难

本文提出一种新的校正阵列通道不一致的方法
,

它仅需知道一个校正源的大致方向

或者说知道校正源的方向位于某一空间范围内
,

而且它可用于任意几何的阵列
。

研究问题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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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一图 中的结果可知
,

于较低 情况

图 给出了校正后用

以看出结果非常好

图 给出了校正后用

以看出 个信号源仍可分辨

校正后的分辨性能大大地改善了
,

而且本文方法河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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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结果依然很好

匕
一吕

图 校正后的 法



里

‘ 。 。 。 夕 , 才 , , 翻 , , 。 一 ‘

铆‘

吐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