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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杂波数据处理与数据库建立

及 其 控 制 程 序

尚 宏 达

提 要 本文阔述 了海杂波仿真中涉及的三个问题
:

() 1关于海杂波数据

处理
。

根据最小 二乘法原理研制的数据处理软件
,

可以 用数字
、

曲线和公式三

种形式
,

给出海杂波数据处理后 的结果
。

( 2) 关于建立数据库
。

选用软硅盘作

为数据库
,

存贮各种数据
,

备仿真器实时处理前调 用
,

旨在 缩 短准 备 时间
。

( 3) 关于数据库的管理
。

对数据库实施软件誉理
、

以 便振据仿真要求随意调用

库中数据或写入断数据
。

一
、

海面雷达反射特性数据处理

1
.

数据处理的必耍性及其要求

( 1) 必要性

海杂波仿其器和雷达 目标仿其器
,

一起供海用雷达检验其性能用
。

海杂波仿其器的

逼其度除和系统 本身的构成有关外
,

还和能否获得海杂波的实测数据及其准确度有道接

关系
。

众所周知
,

雷达接收到的回波功率与目标的截面积成正比
,

而 目标截面积 。 可以用

归一化参数表示为
:

口 = 几 A

式中
:

几为归一化雷达截面积 ; A 为相当于包含在雷达分辨元内的海面面积的平均值
。

有效受照面积 A 取决于脉冲雷达系统各项具体参数和夭线波束的形状
,

然而多数情

况用脉冲宽度和天线在方位或俯仰平面的波束宽度能以相当的精确度沽算出受照面积的

近似值
。

归一化 目标的雷达截面积 丙
,

是雷达工作参数 (波长
、

极化 等 ) 和 海 情 (风向
、

风速
、

浪高等 ) 参数的函数
,

这一关系可用下式表述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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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甲( 雷达工作参数
,

海情参数 )

美海军研究实验室 ( N R L )
, 1 9 6 2 开始用四频率

、

二个线性和一个交叉极化波测

量系统
,

用来测量归一化海面雷达截面积 。 。 。

测量结果的一例列于表 1中
。

表 1 在 X波段浏童的定 向极化信号的归一化雷达截面积 。 。的中值

时间 19 69
.

.2 6 风速切节奋 浪高场米

俯角

(度 )

口 。
( d b )

风 向
X 犷犷 X月月

心
下丁丁一!一!
一!下一!一l

。 . 盆风 D . 顺风

从表 1 看得出
:

同步测量一组数据是不容易 的
,

不仅要求测量雷达有一定精确度
,

而且还要求同时

测出实际海情的寥数
,

因此要测出各种情况下 。 。 的值是有困难的
,

这 是其一 ; 测得的

a 。

值是若干测点上的值
,

而海杂波仿真器需要知道更为细致速续的 。 。
值的数 据

,

这是

其二
。

基于上述原因
,

需对 口。 的实测值进行处理
,

以满足海杂波仿其的要求
。

( 2) 数据处理 的具体要来

首先根据若干点 。 。 的实测值
,

经处理后能够 得 到更为细致
、

速续的数据 ; 其次根

据若干点 。 。 的实测值
,

经处理后能找出其规律性
,

用数 学 式表示其变化
,

并可计算出

所需的任一 丙 值
。

最后希望经处理的数据能够快速存取于数据库中
。

幼
.

教据处理的理论依据
、

程序及处理结果

( 1) 理论依据

先举一例
。

已知海杂波相关函数的实测值如表 2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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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用多项式来表示待求的R ~
:

关系
,

郎

左(二 ) = 觉d , 二 `

( 1 )

则实测点的值 R `
与根据 ( 1) 计算的 介

` 之间存在误差
。 ` ,

如图 1所示
。

对
e `二 R ` 一 习 d . 二

一般情况
,

设实测点数为M l ,

实测点的值为 (二 ` , 夕` ) (l’ = 1
, 2 ,

…
,

M l )
,

待求的M次

多项式可表示为
:

R (二 )

、 之
,

,o

图 1 实侧值 R`与根据多项式计算的 R`误差

到二 )一 登`。 。

( 2 )

实测点的值 ( 9 . , x ` )与用M次多项式的计算值 (歹, , x ` )之间的误差记为

M
e ` = 夕` 一 习 d , x ( 3 )

利用最小二乘法原理来处理实测值与计算值之间的误差
,

郎

答
,

_ 兽「 I 答
,

八 1
2 _

名知 ￡万一 山 ! 万` 一 几宕二 “ 奋x 万1 ! 一 ￡

` = I f = I L 、 h = 0 I J

( 4 )

为使
。
最小可将

:
对 d : ( l = 0

,

1
, 2 , …

,

M )求导
,

自口

= 0 ( l = 0 , l ,

2
, … ,

M )巫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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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 )

(M+ 1 )x l
材̀

Xg’

…树习间

2 ( )数据处理程序

A
.

数组说明
。

B
.

据数处理程序框图
,

见图 2
.

存方程组增广矩阵

}

4 1 A } B

( M + 1 ) ( M + 2 )

D l =

存多项式

系 数

d `

i = 0 、 拟

辅 数

X I =

助 组

( M + l ) x l M l x l

测 量 点

自变量值

测量点因

变 童 值

X Y

i = 1~ M i嘛1 x i = 卜M I IM
, 、

B 1

存多项式

的计算值

r `

i = !~ N {

定定义数组及清零零

建建立线性方程组组

嘴嘴广矩阵阵

[[[刁 荟 B〕〕

用用全主元严格消去去

法法求解多项式系盆盆

ddd“
= 0

,
1

,

…
,

MMM

什什算算

BBB (。 = 艺` ....
告告 目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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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i = 侧 t 值的个数

M 二多项式的次数

N l = 输出谊的个数

图 2 数据处理棍序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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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数据库的建立及其管理程序

数据库的建立
,

旨在系统仿真的预处理 阶段
,

将各种情况下经数据处理后的数据存

入库中
,

以备正式进行系统仿真模拟时随时调用
,

这样 可以大大地缩短系统模拟前的准

备时间
。

数据库的建立涉及到库的选择
、

存取方式的选择以及存取步骤等问题
。

1
.

选择软磁盘作为数据库

( 1) 软磁盘她结构

微机系统所用的软盘
,

大多是 5 时
、

双面双密度软盘
。

两面中的一面逻辑号为 。 ,

另一面逻辑号为 1 ,

每面有 35 个磁道
。

逻辑号为 。一 34
.

0面 。号是单密度磁道
,

其它

1一 34 号磁道为双密度磁道
, 1 面全是双密度磁道

,

每磁道又分成16 个扇面
,

逻辑号为

0 一 15
.

文件系统认为每个扇面是一个逻辑块
,

郎它们在逻辑上是相速接的
,

但在物理

上是不速的
。

逻辑块的总数为 5 5 x 2 x 1 6 一 16 = 1 1 0 4个
,

编号为。一 1 10 3
.

0 面第16 磁道上的扇面 (逻辑块 ) 编号为 。一 15 号
,

整个磁道是作控制用的
,

用来

鉴别卷并鉴别哪些逻辑块是可以使用的
,

将这个磁道称为号码表
。

( 2) 软磁盘上的存贮 空间

O面第 0 磁道是单密度的
,

该磁道的每个逻辑块的存贮量为 128 字节
。

0 面其余各

磁道及 1 面的全部磁道都是双密度的
。

这些磁道上每个逻辑块的存赊量为 2 56 字节
。

0 面 。 磁道供 P C O S 系统装磁盘文件系统控制数据用
,

用户不能使用
。

0面第16 磁

道是号码表
,

用户也不能使用
。

这样
,

可供用户使用的逻辑块总数为

( 3 5 一 2 + 3 5 ) x 1 6 = 1 0 8 8个

存赊容量为

1 0 8 8 x 2 5 6 = 2 7 8 5 2 8字节

( 3) 存取时间

对于可动头系统而言

t存取 = t搜案 + t 旋转

式中
: t 搜案为磁头臂把磁头移到所需磁道上所需的时间 ; t 旋转为等待正确记录转

到磁头位置所需的时间
。

快速值接访问部件 (磁盘等 ) 的出现
,

既为用户提供 了海量联机后备存狞器
,

也为

等待处理的作业准备了理想的后备库
。

软磁盘属于直接存取存赊器 ( D A )S
,

这种存赊器既不象随机存取的主 存 赊 器那样

随机地选择存赊地址进行存赊
,

也不象磁带那样纯粹地顺序存赊
,

而是界于两者之间
。

D A S 可视为由许多短磁带速接成速续的闭环
,

这些闭环速 续地 旋转
,

通 过读 /写传感

器
。

许多由短磁带形成的环拼在一起
,

构成一个平整圆形平面
,

这就是磁盘
。

要存取其中任何信息
,

基本上与访问磁带是一样的
,

然而由于不停地旋转的
“

磁带
”

既短而又速成闭环
,

因此所存取的信息
,

每转一周就可访问一次
,

所以 D A S 与 长磁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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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大大地减少了检索量
。

因此选择软磁盘作为系统仿其
、

统系输入数据及部分中间和

输出结果的数据库
,

是可以满足存取时间及容量的要求的
。

忍
.

文件类型的选择

人们常以两种观点去考察文件的结构关系
。

一是用户观察到的文件结构
,

称为逻辑

结构 ; 一是文件存于软磁盘 (外存赊器 ) 中的组织形武
,

称为物理结构
。

文件的逻辑结构又 可分为流式文件和记录式文件两种形式
。

流式文件指有序相关信

息的集合
,

这种文件不再分成中间记录
,

其长度按信息项的数目计算 ; 记录式文件
,

郎

数据记录的集合
。

文件的物理结构
,

指一个用户文件 `逻辑结构的文件 ) 存入外存的结构关系
。

逻辑文件保存在软盘上的物理结构兮映式可分为如下常见的形式
:

A
.

时序文件

一个逻辑文件的信息存于软磁盘上的若干速续的物理段中
,

则称该 文 件 为 顺序结

构
,

或顺序式文件
。

时序文件是存赊数据最简单的方法 (数据一个接着一个
,

按顺序写

入
,

再按同样的次序读出 )
。

衬序文件可用三种方式打开
:

— 输出 ( O )方式
,

即写开始于文件的开头
,

而文件原来的内容丢失 ;

— 增补 ( A )方式
,

郎写开始于文件的最后条目之后 ;

— 输入 ( )I 方式
,

从时序文件起始处开始顺序读出
。

对顺序结构的文件如欲执行增补或删除操作
,

一般只能在文件的末端进行
。

文件的

中间不允许插入和删除记录
。

顺序结构适用于只读 (输入 ) 文件和只写 (输出 ) 文件
。

B
.

随机文件

用户常常希望能随机访问文件中的任何一个记录
。

如一个文 件的 逻辑 记录依次为

R
。 ,

R : …
,

R 。 ,

…
,

R
。 ,

用户要求能随机访问其中任一记录 R , ( `= 。 ,

1
, 2 ,

…
,

时
,

存取随机文件要求更多的程序步探
,

但是利用随机文件有如下优点
:

— 文件中任一记录都可以用读 /写指令读出或写入 ,

— 便于修改
。

文件只有随机 ( R )存取一种模式
。

选择哪种类型的文件作为数据的存取形式
,

应根据系统模拟的实际需要
。

雷达系统

模拟时要模拟出雷达距离由近及远或由远及近的变化
,

距离 R 的变化同入射余角诱的变

化存在如下关系
:

.

_ ,

h
势 = s l n ` ~ 石

户

」飞

式中
:

h = 雷达架设高度 , R = 雷达作用距离
。

由上式可知
,

当R 由近及远时
,

功由大到小 , R 由远及近时
,

功由小到大
。

由于归一化雷达截面积 。 。
是功的函数

,

也就是 R 的函数
,

并且已知 。 。 是随 R 速续

变化的一系列数据
,

因此采用顺序文件的类型建立数据是符合实际需要的
。

3
.

数据库的建立步殊

欲将一批信息 (程序或数据 ) 作为一个文件保存在软磁盘中时
,

首先应向文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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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建立新文件的葫求
,

这一萧求是通过文件系统规定的建立文件的指合来实现的
。

就

M一20 十六位计算机而言
,

打开和建立文件的指合合讲为一个语句
,

见图 3 所示
。

其次
,

往软磁盘写一个时序文件
,

应使文件在输出方式 (
“

O
”

) 或增补方式 (
“

A ,’) 中

被打开之后通过 P IR N T游语句来完成
。

P称N T莽语句格式如下
:

气

O (抽出 )
处开始门序抽也

诚顺序文件趁睡

存存份
、、、

文件号号
搜搜壁壁壁壁

处开始皿序抽出
R 飞.嘟 )

.

鱼叮组鲍脚滚
成机文件臼记录

图 3
.

打开和睡立文件语句功能图

再次
,

从软磁盘中已建立的时序文件读出数据需要以下程序步舞
:

( 1) 应接输人方式 (
`

,I
”

)打开文件 ;

( 2 ) 使用 I N P U T 莽语句读出数据
。

I N P U T 葬语句具体格式如下
:

文文件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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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

应关闭文件
。

因为文件被打开之后
,

其文件控制块就一值保存在内存工作文

件目录表中
,

为节省内存空间
,

系统要求用完 (或暂时不用 ) 某文件时
,

应精求茶统将

其文件控制块写回外存目录表中
,

并从 内存工作文件目录中清除它
。

某文件被关闭后
,

若用户还须对该文件进行访问或控制
,

则须借助打开指令再次打开该文件
。

关闭文件的

指令格式如下
:

该文件相联的级冲器号
关闭磁盘信件文

数据库管理和控侧程序

( 1) 存取程序

O P E N
“

0 ” ,

件1
,

F O R I = 0 T O

P R I N T 移1
,

I
,

B ( I )

L P R I N T I
,

B ( I )

N E X T I

C L O S E 莽1

X X X X

O P E N
“

i
" ,

件1
,

F O R I = 0 T O

I N P U T 件1
,

P
,

B

L P R I N P
,

B

N E X T I

C L O S E 悠 1

“
d a t a l

’ ,

N

ó勺nU工勺八”一勺nU

1二,占乃乙,曰OJ

“
d a t a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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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诺库建立及其管理程序总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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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经程序处理的最后结果 (文字和曲线 )

经处理后的数据增补了测量值渡有的而为系统仿其所需要的一系列数据
,

并可根据

已求得的公式求出任意自变量值所对应的因变量值
。

数据处理
、

数据库及其控制程序的总框图
,

见图 5 所示
。

结 语

关于数据库的建立及其管理的问题
,

本文只涉及到软磁盘作为数据库
,

数据的顺序

文件建立数据库及其控制程序
,

至于把硬磁盘作为海量数据库
,

或数据的随机文件建立

数据库及其管理的问题
,

另述于科研任务
“

海杂波仿具器总体论证
”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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