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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毫米波雷达波长短，在一定的脉冲重复频率 (PRF)条件下更容易产生方位采样模

糊，且成像质量受多普勒中心频率估计影响较大。为此，提出一种联合惯导信息和回波包络对称

匹配的多普勒中心频率估计方法，能够为毫米波合成孔径雷达 (SAR)成像精确估计多普勒中心频率

进而实现稳定连续出图的目的。先利用惯导信息解算方位采样模糊数，再利用提出的回波包络对

称匹配方法实现多普勒中心频率精确估计。该方法估计精确度高且算法复杂度低，适用于不同频

段雷达和多种时频域成像算法，具有良好普适性。通过对 SAR 图像序列的连续估计以及算法性能

对比，验证了本文算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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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Due to the short wavelength of millimeter-wave radar, azimuth sampling ambiguity is 

more likely to occur under certain Pulse Repetition Frequency(PRF) conditions, and the imaging quality 

is greatly affected by the estimation of the Doppler center frequency. To address this, a method for 

estimating the Doppler center frequency by combining inertial navigation information and echo envelope 

symmetry matching is proposed, which can accurately estimate the Doppler center frequency for 

millimeter-wave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SAR) imaging, thereby achieving the goal of stable and 

continuous image generation. Firstly, inertial navigation information is employed to resolve azimuth 

sampling ambiguity, and then the proposed echo envelope symmetry matching method is adopted to 

achieve precise estimation of the Doppler center frequency. This method has high estimation accuracy 

and low algorithm complexity, making it suitable for different frequency band radars and various time-

frequency domain imaging algorithms, demonstrating good universality.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algorithm in this paper is verified through continuous estimation of SAR image sequences and 

performance comparison of the algorithms.

KeywordsKeywords：：millimeter radar；Doppler centroid estimation；envelope symmetric matching； inertial 

navigation information

近年来，毫米波雷达和视频合成孔径雷达成为发展的热点 [1-2]，由于其合成孔径时间短，能够实现视频级成

像，一些基于毫米波雷达图像序列的相关算法也得到了快速发展 [3-8]。这些基于图像处理的算法的前提是得到连

续稳定且高质量的合成孔径雷达(SAR)图像。由于机载 SAR 在工作过程中受到高空气流影响会出现偏航、俯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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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滚运动，伺服的空稳系统用于保持波束指向的正确性，但微小的运动误差仍会导致波束中心偏离预设方向。

多普勒中心频率的偏差直接导致相位偏差和距离徙动，如果不进行正确的估计和补偿，将导致 SAR 图像散焦。

文献[9]深入分析了多普勒中心频率估计误差对 SAR 成像的影响，估计误差越大，则能量散焦越严重。尤其针对

毫米波等高频段雷达，由于波长短，这种相位偏差对成像效果影响更大。因此在毫米波 SAR 成像过程中，多普

勒中心频率估计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

本文提出联合惯导信息解算和回波包络对称匹配的多普勒中心频率估计方法，先利用惯导信息解算方位采

样模糊数，再通过回波包络对称匹配实现多普勒中心频率的高精确度估计。本文算法对太赫兹等高频段雷达及

大斜视角 SAR 成像具有良好的鲁棒性。相比常规方法，本文方法估计精确度更高，SAR 出图更稳定。

1　基于惯导信息的模糊数估计

雷达惯导信息能够提供飞行的速度信息以及雷达的各种姿态角度。在 SAR 成像过程中，先利用惯导信息进

行粗估计，再利用回波数据进行精确估计。在斜视成像或扫描成像中，回波的多普勒频率常超出脉冲重复频率

(PRF)范围，即产生方位采样模糊，因此利用惯导信息估计出模糊数是十分必要的。

设合成孔径时间内，载机飞行的北向和东向平均速度分别为 vN、vE，波束指向方位角度为 θAZ，方位角度 0

表示指向正北，并沿顺时针方向增大。根据速度信息计算航向角度 θh：

θh = arctan ( vE

vN ) (1)

利用航向角和波束方位角初步计算斜视角 θd 和多普勒中心频率 fdc0：

θd =‒( )θh - θAZ -
π
2

(2)

fdc0 =-
2v
λ

sin θd (3)

方位采样模糊数是指多普勒频率超出方位采样频率的倍数：

Nblur =
é

ë
êêêê

fdc0

fPR

ù

û
úúúú (4)

式中：fPR 为脉冲重复频率；符号 [×]表示取整。

图 1 为有无惯导信息模糊数估计的成像结果对比，图 1(a)为只利用回波信号进行多普勒中心频率估计的成像

结果，图 1(b)为经过惯导信息模糊数估计和基于回波估计的成像结果，从图中可以看出，未经过模糊数处理的图

像聚焦效果较差，无法满足图像质量要求。

Fig.1 Comparison of imaging results with and without ambiguity number estimation
图 1  有无模糊数估计的成像结果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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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包络对称匹配的精确估计

尽管利用惯导信息能够估计出多普勒中心频率，但精确

度有限，仍需利用回波数据进行精确估计，本文在包络匹配

方法基础上进行改进，使估计结果更精确。

2.1 包络曲线提取

回波数据经过距离脉压后用 S 表示，计算 S 的方位频域并

取绝对值和开方运算得

SFa = || Fa (S) (5)

式中：Fa (·) 表示方位向傅里叶变换； |·| 表示绝对值运算。开

方运算的目的是降低地面回波内信号强度的对比度，减少强

散射点对包络曲线形状的影响。

将 SFa 中所有数值在距离向上累计求和，得到平均意义上

的方位向包络曲线：

la = sumr (SFa ) (6)

包络曲线如图 2 所示。当天线指向为正侧视时，包络曲线

的中心线应该在方位零频；当天线指向存在斜视角度时，包

络曲线的中心线偏离方位中心位置，位置偏离大小与斜视角

度正相关。

2.2 包络曲线偏移量计算

理想情况下，包络曲线为对称曲线，且中心线位于方位

零频率处。将包络曲线 la 进行对称翻转得曲线 l′a，将两曲线同

时画出可以观察到包络曲线是否偏离中心位置，如图 3 所示，

由于 2 条曲线不重合，说明包络曲线不在方位中心。设定位

置移动区间为[-N,N]，将曲线 l'a 按照位置移动区间进行逐个像

素的循环移位，每次移位则计算一次重合度。本文将重合度

定义为 2 条曲线向量差的绝对值的和：

c(n)= sum ( )|| g(l′an)- la (7)

式中 g( f (×)n) 表示对函数 f (×) 做循环移位操作，移动位数为 n，n Î[-N N]。c(n) 数值越大，说明 2 条曲线重合度越

差；反之，说明重合度越好。通过重合度曲线的最小值对应的移动位数，可以得到包络曲线偏离中心线的数值：

M = argmin (c(n))/2 (8)

式中：argmin (c(n)) 为函数 c(n) 最小值对应的自变量 n 数值。

2.3 多普勒中心频率估计

设回波数据的方位点数为 Na ，方位向的频率范围为 é
ë
êêêê -

fPR

2

fPR

2
ù
û
úúúú，利用偏移量 M 数值占方位点数的比例可计

算得到偏移的频率，此偏移的频率即为多普勒中心频率，多普勒中心频率的符号与偏移量符号相同。多普勒中

心频率为：

fdc =
M
Na

fPR (9)

无模糊的多普勒中心频率为模糊数导致的频率偏移与算法估计出多普勒中心频率之和：

f ′dc = fdc +Nblur fPR = ( M
Na

+ é

ë
êêêê

fdc0

fPR

ù

û
úúúú ) fPR (10)

Fig.2 Doppler center frequency estimation results of
                 strabismus SAR image sequences

图 2  斜视 SAR 图像序列的多普勒中心频率估计结果

Fig.3 Envelope curve and its symmetric flipping curve
图 3  包络曲线和对称翻转包络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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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式(10)对回波数据进行补偿可得到无距离走动的回波信号，将补偿后的包络曲线及其对称翻转曲线重新

画图，如图 4 所示，2 条曲线重合很好。

3　实验验证

实验中选择正侧视 SAR 数据和大斜视 SAR 数据分别进行验证，并与传统算法进行对比。传统算法选取原始

包络居中法和互相关系数法 [10]，由于此两种算法本身均无解模糊功能，因此均使用惯导信息进行模糊数估计再

进行性能比较。

数据集 1 为正侧视 SAR，共产生 100 幅图像，对这些图像的多普勒中心频率估计结果如图 5 所示。从结果可

以看出，3 条曲线基本重合，说明 3 种算法对该数据的估计效果近乎相同。

数据集 2 为大斜视 SAR，斜视角度为 50°，共产生 74 幅图像，对这些图像的多普勒中心频率估计结果如图 6

所示。结果表明，本文方法得到的曲线比较平滑，原始包络居中算法存在较大抖动，互相关系数法的估计结果

与上述 2 条曲线偏离大，需通过成像结果进行比较。3 种方法得到的 SAR 图像结果如图 7 所示，多普勒中心频率

估计得越准确，则杂波区中心越接近方位零频位置，本文算法估计结果与真实值最接近。由于载机飞行姿态是

连 续 变 化 的 ， 因 此 补 偿 后 相 邻 图 像 之 间 多 普 勒 中 心 频 率 偏 差 不 应 很 大 ， 且 杂 波 区 中 心 应 在 方 位 零 频 处 ， 综 合

图 6 与图 7 结果可知，本文算法估计效果最好。

4　结论

本文提出一种联合惯导信息和回波包络对称匹配的多普勒中心频率估计方法，能够在毫米波雷达 SAR 成像

中估计方位采样模糊数基础上精确估计多普勒中心频率。本文算法是在图像域提取参数信息，因此该方法不依

赖于雷达频段和成像算法，只通过对包络曲线的翻转、平移、差分和求和操作即可完成多普勒中心频率估计，

计算复杂度低，具有良好的普适性，为 SAR 成像过程中的多普勒中心频率估计提供新的思路。

Fig.6 Doppler center frequency estimation result of SAR image 
sequences with large strabismus

图 6  大斜视 SAR 图像序列的多普勒中心频率估计结果

Fig.4  Corrected envelope curve of Doppler center frequency
图 4  多普勒中心频率校正后包络曲线

Fig.5  Doppler center frequency estimation results of 
side-looking SAR image sequences

图 5  正侧视 SAR 图像序列的多普勒中心频率估计结果

Fig.7  Doppler center frequency estimation results of strabismus SAR 
image sequences

图 7  斜视 SAR 图像序列的多普勒中心频率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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