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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48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制的“雷达自动跟踪”和“火炮指挥仪”问世以来，目标跟踪理论
和技术经历了辉煌的历程，形成了经典的维纳滤波（频域法）和近代卡尔曼滤波（状态空间法）两大
理论体系。
前者是20世纪40年代维纳创建的控制理论，后者是20世纪60年代卡尔曼创建的线性系统最优控制理论
。
通常人们把这两大理论体系的形成看作是目标跟踪理论走向发展和成熟的标志。
目前，卡尔曼滤波理论基本替代了维纳滤波理论，经典的维纳滤波方法不再适应于现代目标跟踪系统
的需求。
这一演变（变化和发展）完全符合达尔文进化论的规律。
因为一种理论可以进化、发展，也可以退化、衰亡。
然而对于目标跟踪理论体系来说，维纳提出的滤波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指导意义。
卡尔曼是在维纳滤波理论基础上创建了状态空间线性系统理论。
这一理论的创建为最优控制、最优估计、最优跟踪、最优制导律等理论的构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和基本框架。
卡尔曼滤波理论诞生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国内外相继出版了很多有关目标跟踪方面的专著。
这些专著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卡尔曼滤波理论为主导的多目标单传感器跟踪理论和技术；另一类
是以数据融合为主导的多目标多传感器跟踪理论和技术。
但是近10多年来，随着交叉学科的蓬勃发展，尤其是随着目标跟踪理论和智能信号处理理论（包括软
计算）相结合以及网络化概念和网络平台（如网络中心战）技术的发展，目标跟踪理论和技术研究面
临新的挑战，并且促使人们开展目标跟踪新理论、新方法的研究。
这是一种正反馈，它推动着新的研究领域发展和新技术形成，演变出新的理论，而关注和掌握这一新
思路、新理论、新发展是每一位研究人员的追求，也是掌握科学发展制高点的关键。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作者一直在从事两院院士刘永坦教授主持的新体制雷达系统研制工作。
20多年来，我所研究人员在新体制雷达研究和研制过程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很多成果。
这一新体制雷达的研制成功使我国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
在新体制雷达研究期间，作者一直在探索如何通过目标跟踪理论和智能信号处理理论相结合解决在复
杂干扰背景下多目标跟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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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十多年来，随着最优估计理论和近代智能信号处理理论的发展，目标跟踪理论与技术有了新的发展。
本书介绍本领域最新理论和方法，并收入了作者发表的80多篇论文。
全书共分五大部分15章。
    第一部分是基本理论。
包括跟踪系统的基本概念和模型（第1章）、最优估计理论（第2章）以及机动目标模型（第3章）。
    第二部分是数据关联（第4章）与跟踪滤波（第5章）。
这是目标跟踪系统的两个基本问题。
在数据关联处理方面重点介绍概率联合关联处理的几种新方法，在跟踪算法方面重点介绍多模型算法
和编队跟踪算法。
    第三部分是专题讨论，共8个专题。
包括快速跟踪（第6章）；鲁棒跟踪（第7章）；多传感器融合跟踪（第8章）；神经网络目标跟踪（
第9章）；弹道导弹跟踪与预测（第10章）；干扰机多传感器关联与定位（第11章）；无源定位系统信
息融合（第12章）；网络中心战航迹合成（第13章）。
    第四部分是工程实现（第14章）。
本章以某雷达数据处理器研究为背景，介绍多目标跟踪系统工程设计与实现问题。
    第五部分是展望（第15章）。
介绍了近几年来多目标跟踪领域关心的四个专题，以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多目标跟踪前沿性课题。
      本书选材广泛，内容新颖，突出实现和应用，适用于从事目标跟踪、智能信息处理和控制研究工作
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研究生阅读、参考，也可以作为高等院校有关专业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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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4.2 相控阵雷达目标跟踪系统　　相控阵雷达是一种通过控制阵列天线中各个单元的相位得到所
需方向图和波束指向的雷达，是波束能捷变的一种雷达。
它的突出特点是和计算机控制相结合，可实现波束驻留时间（指波束照射目标时间）和数据率的控制
，已经发展成为重要的雷达体制，尤其是在空间目标探测与跟踪中受到广泛的应用。
相控阵雷达跟踪的最大特点是搜索和跟踪功能是分开进行的，数据处理器受雷达控制器的控制。
尤其是数据率不是固定的，而是控制器可以按某种规定的最优准则进行自适应控制。
例如，机动目标的采样率大于匀速运动目标的采样率，这样通过增加数据率可提高机动目标的跟踪精
度。
又例如，在航迹初始阶段，可用增加数据率的方法缩短航迹起始时间。
在点迹被丢失时，扫描雷达通常用增大关联波门的方法来解决，但这种方法的缺点是随着波门的增大
，波门内含有假点迹的数目也增大。
相控阵雷达不是采用扩大波门的方法，而是通过增大数据率的方法解决的。
当然，这种自适应控制十分复杂，数据处理器算法也很复杂。
例如，在相控阵雷达中，何时让雷达发射一个“跟踪驻留”（即在某个方向上发射脉冲序列），何时
转入关联处理，何时重新发射一个“跟踪驻留”等。
可见，波束指向、驻留时间、发射功率等，都是通过控制器和数据处理器的信息交换来进行管理的。
　　1.4.3双基地雷达目标跟踪系统　　随着隐身目标的出现，双基地雷达（BR：Bistatic Radar）作为反
隐身目标的一种重要体制，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
双基地雷达是指发射天线和接收天线之间隔开相当一段距离的雷达。
如果一个发射机配有多个单独的接收机，这种系统称之为多基地雷达。
从发射机发射的信号经目标，又散射后到接收机。
只有接收机得到了发射频率、时间和相位参考信息之后，系统的工作才开始，而参考信息是通过同步
链发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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