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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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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识别时运算量大#故

本文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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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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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识别$分集接

收技术具有良好的抗衰落性能#有助于提高信号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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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本文以航空信道中的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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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为基础#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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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均得到明显的提高#特别是滑行场景的调制识别性能

改善更为明显#而且易受信噪比影响和信道衰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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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的调制识别性能也大大改善#此外当信噪比

超过
41AG

#基于多天线分集接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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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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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的正确识别率基本上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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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信噪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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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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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单天线接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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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下

滑行场景的调制识别性能曲线

信号的调制识别率也得到明显的改善$同时#相比单天线

的
*"%$

算法#多天线分集接收的调制识别曲线的平滑性

也大大提高$总的来说#多天线分集接收技术可以有效地

改善信道衰落对信号带来的影响#有助于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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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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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基于多天线分集接收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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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对

航空信道中的
)c*)

信号进行识别#所提出的算法在一

定程度上改善了
)c*)

信号调制识别率#相比单天线得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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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调制性能曲线的平滑性也大大得到提高#

特别是滑行场景和
4Yc*)

信号的调制识别性能显著地得

到改善$但是#基于多天线分集接收技术复杂度较高#所以

需要进一步研究来降低其计算复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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