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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智能天线技术是由微波技术、自动控制理论、自适应阵列技术、数字信号处理（DSP）技术等多学科
交叉发展而成的一门新技术，其核心是阵列信号处理。
阵列信号处理的理论和方法已经广泛应用于雷达、声纳、航空航天、地球物理、生物医学和通信等领
域，传统的阵列信号处理理论及其应用已日趋成熟。
在实际通信系统中，误差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信号环境复杂的条件下，系统的性能急剧下
降，在高信噪比时，期望信号会被当做干扰而受到抑制，从而产生信号相消的现象。
鲁棒算法可以在不降低系统性能的前提下，改善信号和系统误差的影响。
因此，阵列信号处理的鲁棒算法的研究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近年来，在教育部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和博士点基金的支持下，我们系统地研究了自适应信号处理中的
波束形成和波达方向估计问题，着重对鲁棒自适应波束形成方法及其在工程上的应用进行了深入的研
究并取得了些成果。
作为研究工作的阶段总结，我们将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汇总成册，构成了本书的主要内容，期望为
从事通信和信号处理研究工作的同仁在理论分析方法和实际工程应用上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
本书是作者多年来研究成果的总结，同时介绍了国际上该领域的研究进展，旨在为读者提供系统的鲁
棒阵列信号处理的理论与技术，其中介绍了阵列信号处理的概念、基本原理和经典算法，重点研究了
鲁棒波束形成算法，并结合实际工程应用详细描述了定性分析和定量计算。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作者力求在内容选取、整体结构、知识体系和写作手法等方面做到：（1）选
材广泛，体系完整。
本书参考了大量国内外著名期刊的论文资料，尤其是在国际权威杂志“IEEE信号处理”、“天线传播
”期刊上发表的成果，以作者多年的研究成果为主体进行了精心的组织、提炼和总结，尽量做到系统
、全面地论述适用于实际通信环境的鲁棒波束形成算法；在体系结构上，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从简
单的传统阵列信号处理方法到适用于实际复杂环境的鲁棒阵列信号处理方法，在层次清晰的基础上保
证了知识的整体性。
（2）重视知识的新颖性，保证创新性。
本书在介绍作者多年来在该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的同时，详细地介绍了鲁棒阵列信号处理的最新成
果与最新进展，并给出了算法实现的详细步骤和计算机仿真结果，是一部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同步的
专著。
（3）深入浅出，可读性强。
本书采用基本原理与直观的仿真实验相结合的方法，系统地介绍了鲁棒阵列信号处理的理论与方法，
深入浅出，使读者能够直观、深刻地理解该领域的基本原理与实际应用。
全书共由9章构成，主要内容包括：阵列信号处理的基本理论和研究现状；传统阵列信号处理方法及
其应用；鲁棒自适应阵列信号处理的理论与技术，并对其进行了分析与比较；适用于波达方向不确定
情况的鲁棒波束形成算法；在最差信号环境下的鲁棒信号处理方法及其性能；基于可变对角载入的鲁
棒波束形成算法；基于二次型约束的鲁棒阵列信号处理技术；鲁棒算法的理论分析和实验分析；阵列
信号处理的新发展。
全书由宋昕执笔，汪晋宽教授统稿。
刘福来、高静参与编写了第1章的部分内容，任敬国、王彬、许鹏完成了第1章和第2章的绘图工作，薛
延波、刘志刚、韩英华参与编写了第3章的部分内容。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在研究设备和资金上提供了资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外，本书参阅和引用了大量国内外文献资料，同样向这些作者致以诚挚的谢意。
由于自适应信号处理正在飞速发展，加上作者水平有限，本书的选材与论述一定会有遗漏与不足之处
，恳请诸位专家、同仁和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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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深入地阅述了鲁棒阵列信号处理的理论和方法，尤其是阵列信号处理的多种经典算法
和鲁棒阵列信号处理技术，并给出了大量的定性分析和定量计算。
全书共9章，内容包括阵列信号处理基础，自适应波束形成算法，DOA估计算法，鲁棒波束形成器的
设计方法，适用于不同情况的鲁棒波束形成算法，阵列信号处理的新发展。
　　本书取材新颖，内容丰富，体系完整，涵盖了作者多年来在该领域所取得的科研成果以及国内外
阵列信号处理的最新成果和最新进展，是一部理论与实用研究同步的专著。
　　本书可供从事移动通信、雷达信号处理及相关技术的专业技术人员、科研工作者，似及从事相关
领域研究的高校教师、博士和硕士研究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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