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３２卷　第 ３期
２０１６年３月

信 号 处 理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Ｖｏｌ．３２　Ｎｏ．３
Ｍａｒ．２０１６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５３０（２０１６）０３－０２６８－０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７－０１；修回日期：２０１５－０８－２７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６１５７１１７２）

ＬＳＣＤＳＳＳ信号长短伪码盲估计

赵知劲１，２　李　淼１　詹　毅２

（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通信工程学院，浙江杭州 ３１００１８；２．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三十六研究所，浙江嘉兴 ３１４０３３）

摘　要：短码扩频长码加扰的直扩信号可视为特殊的长码直扩信号，将其短扩频码和长扰码作为复合码。首先通
过特征值分解和酉矩阵去位置模糊实现复合码的盲估计；然后利用ｍ序列的三阶相关函数特性识别短扩频码的
类型；最后根据识别结果采用三阶相关法或延迟三阶相关法实现长短伪码的盲估计。仿真表明，复合码估计在

信噪比－７５ｄＢ以上可达到１
!

以下的误码率；当信噪比高于－６ｄＢ时，三阶相关法估计长短伪码本原多项式的

正确率可以达到９０
!

以上；当信噪比高于－４ｄＢ时，延迟三阶相关法估计长短伪码序列的误码率低于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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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直接序列扩频［１］（Ｄｉｒｅｃｔ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ｐｒｅａｄＳｐｅｃ
ｔｒｕｍ，ＤＳＳＳ）是利用高速率的伪随机（ＰｓｅｕｄｏＲａｎ
ｄｏｍ，ＰＮ）码调制信息符号，ＤＳＳＳ可以分为短码
（ＳｈｏｒｔＣｏｄｅ）和长码（ＬｏｎｇＣｏｄｅ）扩频两种方式。

ＳＣＤＳＳＳ信号的扩频码周期等于信息符号周期，信
号结构简单，对其扩频码的估计研究已经相当深

入，主要方法有：特征值分解法［２］、三阶相关法［３］、

神经网络法［４］和循环相关法［５］等。ＬＣＤＳＳＳ信号
的扩频码周期大于信息符号周期，信息符号速率可

以灵活选择，文献［６］通过计算分段相关矩阵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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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改进二阶统计盲辨识（ＳＯＢＩ）算法实现了扩频
码的估计；文献［７］将周期 ＬＣＤＳＳＳ信号构建为虚
拟多用户模型，利用奇异值分解完成了扩频码的估

计；文献［８］在虚拟多用户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基
于ＦａｓｔＩＣＡ的盲同步和扩频码估计方法。

为了提高传输数据的定时恢复能力和保密性，

数字扩频通信系统中，对 ＳＣＤＳＳＳ信号利用长伪码
在比特层对其进行同步加扰［９］，记为 ＬＳＣＤＳＳＳ
（ＬｏｎｇａｎｄＳｈｏｒｔＣｏｄｅｓＤｉｒｅｃｔ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ｐｒｅａｄＳｐｅｃ
ｔｒｕｍ）信号，长码加扰是对数据的随机化处理。非合
作通信条件下，长短伪码的估计是完成此类信号解

扰和解扩的关键。但是，经过扩频和加扰调制形成

的ＬＳＣＤＳＳＳ信号结构复杂，近似白噪声，此类信号
的长短伪码的盲估计难度很大。文献［１０］在具备
长扰码备选集的基础上利用三阶相关法实现了长

扰码识别；文献［１１］对信号巧妙分段估计出长扰码
初始相位，从而完成了信号的盲解扩，但是上述方

法仅限于短扩频码和长扰码都是ｍ序列的情况。
将短扩频码和长扰码作为复合码，ＬＳＣＤＳＳＳ信

号可视为特殊的周期 ＬＣＤＳＳＳ信号，可用虚拟多用
户短码直扩系统［６］的思想来研究。首先利用接收

信号的二阶统计特性估计长码周期，然后以长扰码

的周期长度对信号进行分段截取，形成相关矩阵

集，对累加平均后的相关矩阵进行特征值分解得到

信号子空间，利用二阶统计量（ＳｅｃｏｎｄＯｒｄｅｒＳｔａｔｉｓ
ｔｉｃｓ，ＳＯＳ）信道盲估计［１２］求解模糊酉矩阵，通过模糊

酉矩阵［１３１４］去其模糊性，从而估计出 ＬＳＣＤＳＳＳ信
号的复合码。在此基础上，利用 ｍ序列三阶相关函
数（Ｔｒｉｐｌ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ＴＣＦ）特性识别短扩
频码类型。根据识别结果，对于ｍ序列扩频的ＬＳＣ
ＤＳＳＳ信号采用三阶相关法估计其长短伪码的本原
多项式；对于非 ｍ序列扩频的 ＬＳＣＤＳＳＳ信号采用
延迟三阶相关法依次估计其长短伪码序列。

２　ＬＳＣＤＳＳＳ信号模型

假设ＬＳＣＤＳＳＳ信号已经过载波恢复、符号同
步和根升余弦滤波处理，扩频码与扰码码片速率相

等，信息符号周期与扩频码周期相等。将接收到的

基带信号以码片速率采样，则接收端基带ＬＳＣＤＳＳＳ
信号采样值可表示为［１１］：

ｙ（ｌ）＝ωｄ（ｌ）ｂ（ｌ）ｃ（ｌ）＋ν（ｌ），ｌ＝１，２，．．．，Ｌ（１）

式中，ω为信号幅度；Ｌ为截取的信号长度；考虑到
实际需求［１］，短扩频码和长扰码采用具有良好自相

关性的 ＰＮ码，周期分别为 Ｎ和 Ｋ，本文假设 Ｋ＝
ＭＮ，且Ｎ＞Ｍ；ｄ（ｌ）、ｂ（ｌ）、ｃ（ｌ）分别表示信息符号、
扩频码和长扰码在 ｌ时刻的值；ν（ｌ）为零均值高斯
白噪声。

将短扩频码和长扰码构成的复合长码看做与长扰

码等周期的特殊长码，则ＬＳＣＤＳＳＳ信号可以视为特殊
的周期ＬＣＤＳＳＳ信号，因此式（１）可等价表示为：

ｙ（ｌ）＝ωｄ（ｌ）ｓ（ｌ）＋ν（ｌ） （２）
其中，ｓ（ｌ）＝ｂ（ｌ）ｃ（ｌ）是复合码序列。一个周期复合
码可表示为：

ｓ＝［ｓ（１） ｓ（２） … ｓ（ｋ） … ｓ（Ｋ）］（３）
ｓ（ｋ）＝ｂ（ｋ）·ｃ（ｋ），ｋ＝１，２，．．．，Ｋ （４）

其中，

ｂ（ｋ）＝ ｂ（ｋ） １≤ｋ≤Ｎ
ｂ（ｋｍｏｄＮ） Ｎ＋１≤ｋ≤{ Ｋ

（５）

ｃ（ｋ）和ｓ（ｋ）分别表示一个周期中长扰码和复合码的第
ｋ个码片。一个周期的复合码调制Ｍ个信息符号。

３　复合码盲估计

假设通过序列捕获［１５］获得扩频码与扰码的同

步起始点，将接收信号按长扰码周期 Ｋ分为不重叠
的数据段，第 ｊ个数据段内的基带接收信号向量可
以表示为：

ｙｊ＝ｘｊ＋νｊ　　ｊ＝１，２，．．．，Ｊ （６）
其中ｘｊ表示截取的第 ｊ个数据段中的有用信号；νｊ
表示均值为零，方差为 σ２ν的高斯白噪声向量；Ｌ＝
ＪＫ，且Ｊ≥Ｍ。

因为长扰码周期Ｋ是短扩频码周期 Ｎ的 Ｍ（Ｍ
＞１）倍，所以一个周期复合码 ｓ由 Ｍ个短扩频码序
列和一个长扰码序列构成，因此将接收信号分段后

的第ｊ个数据段的有用信号向量ｘｊ可以表示为：

ｘｊ＝［ｄ（ｊ－１）Ｍ＋１·ｓ
Ｔ
１ ｄ（ｊ－１）Ｍ＋２·ｓ

Ｔ
２ … ｄｊＭ·ｓ

Ｔ
Ｍ］

Ｔ

（７）
其中，ｄ（ｊ－１）Ｍ＋ｍ表示第 ｊ个数据段内的第 ｍ（ｍ＝１，
２，．．．，Ｍ）个信息符号；ｓｍ表示ｄ（ｊ－１）Ｍ＋ｍ对应的长度为
Ｎ的复合码片段，ｓｍ＝［ｓ（ｍ－１）Ｎ＋１，ｓ（ｍ－１）Ｎ＋２，…，ｓｍＮ］

Ｔ，

其包含了一个周期的短码。完整的复合码向量可

表示为：

９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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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ｓＴ１ … ｓＴｍ … ｓＴＭ］Ｔ （８）

令：ｄｊ＝［ｄ（ｊ－１）Ｍ＋１，ｄ（ｊ－１）Ｍ＋２，．．．，ｄｊＭ］
Ｔ，Ｄ＝［ｄ１，ｄ２，．．．，ｄＪ］

珓ｓｍ ＝［０１×（ｍ－１）Ｎ ｓＴｍ ０１×（Ｍ－ｍ）Ｎ］Ｔ （９）

Ｓ＝［珓ｓ１，珓ｓ２，…，珓ｓＭ］ （１０）
Ｘ＝［ｘ１，ｘ２，．．．，ｘＪ］，　Ｖ＝［ｖ１，ｖ２，．．．，ｖＪ］

则Ｌ点接收信号以矩阵向量形式可表示为：
Ｙ＝Ｘ＋Ｖ＝ωＳＤ＋Ｖ （１１）

根据式（２）和式（１１）可知：Ｋ×Ｊ维矩阵 Ｙ的每一列
是一个数据窗，即

Ｙｋ，ｊ＝ｙ（（ｊ－１）Ｋ＋ｋ） （１２）
其中，ｊ＝１，２，．．．，Ｊ；ｋ＝１，２，．．．，Ｋ；Ｌ＝ＪＫ。

假设信号幅度 ω＝１，信息符号均值为零、方差
为σ２ｄ，满足独立同分布，则信号自相关矩阵 Ｒｙ的估
计为：

Ｒ^ｙ＝
１
ＪＹＹ

Ｔ＝σ２ｄ·ＳＳ
Ｔ＋σ２ν·Ｉ （１３）

对自相关矩阵 Ｒ^ｙ特征分解可表示为：

Ｒ^ｙ＝ＵΛＵ
Ｔ （１４）

Λ＝ｄｉａｇ（‖珓ｓ１‖２＋σ２ν，‖珓ｓ２‖
２
＋σ２ν，…，

‖珓ｓＭ‖２＋σ２ν，σ２ν，σ２ν，…，σ２ν） （１５）

其中，特征向量矩阵Ｕ为酉矩阵，Λ表示矩阵 Ｒ^ｙ的
Ｍ个主特征值与Ｋ－Ｍ个次特征值构成的对角矩阵。
由式（９）和式（１０）可知：ｒａｎｋ（Ｓ）＝Ｍ，则矩阵 Ｕ可
以分为Ｋ×Ｍ维的信号子空间Ｕｓ和Ｋ×（Ｋ－Ｍ）维的
噪声子空间Ｕν，即：

Ｕ＝［Ｕｓ Ｕν］ （１６）
　　信号子空间 Ｕｓ包含了复合码的各个部分，当
Ｒ^ｙ的主特征值不同时，则 Ｓ等于信号子空间 Ｕ

ｓ，所

以对复合码的估计可以通过估计 Ｓ来实现。由于
珓ｓｍ各元素的取值为｛１，－１｝，则：

‖珓ｓ１‖ ＝‖珓ｓ２‖ ＝… ＝‖珓ｓＭ‖ （１７）

由式（１５）可知，理论上 Ｒ^ｙ的Ｍ个主特征值相等，则

信号子空间Ｕｓ与 Ｓ存在位置模糊关系，即 Ｍ个主
特征向量构成的信号子空间Ｕｓ与Ｓ存在如下关系：

Ｕｓ＝Ｓ·ＱＴ （１８）
其中Ｑ为 Ｍ×Ｍ维的模糊酉矩阵［１３１４］。事实上，正

是由于模糊矩阵的存在，在缺少其他先验信息的条

件下，不能直接利用自相关矩阵Ｒｙ估计Ｓ。由于矩
阵Ｓ结构的特殊性，利用 ＳＯＳ信道盲估计中模糊矩

阵的求解算法［１２］得到矩阵Ｑ，从而可得解除位置模
糊的矩阵Ｓ：

Ｓ＝Ｕｓ·Ｑ （１９）

４　长短伪码盲估计

ＤＳＳＳ信号的扩频和加扰通常都采用二进制伪
随机序列。ＬＳＣＤＳＳＳ信号一般采用长周期 ｍ序列
作为扰码，而扩频码可以选择 ｍ序列、Ｇｏｌｄ序列或
者Ｗａｌｓｈ码等。可以利用二阶和三阶统计量识别、
估计ｍ序列。上节估计得到的复合码特性取决于
短扩频码和长扰码性质。

由于ｂ（ｋ）和ｃ（ｋ）相互独立，由式（４）可得ｓ（ｋ）
的ＴＣＦ为：

Ｃｓ（ｐ，ｑ）＝Ｅ［ｓ（ｋ）ｓ（ｋ＋ｐ）ｓ（ｋ＋ｑ）］＝
Ｃｂ（ｐ，ｑ）·Ｃｃ（ｐ，ｑ） （２０）

其中Ｃｂ（ｐ，ｑ）、Ｃｃ（ｐ，ｑ）分别表示短码和长码的三阶
相关函数。

Ｃｂ（ｐ，ｑ）＝Ｅ［ｂ（ｋ）ｂ（ｋ＋ｐ）ｂ（ｋ＋ｑ）］ （２１）
Ｃｃ（ｐ，ｑ）＝Ｅ［ｃ（ｋ）ｃ（ｋ＋ｐ）ｃ（ｋ＋ｑ）］ （２２）

４．１　三阶相关法
当扩频和加扰都采用 ｍ序列时，Ｃｂ（ｐ，ｑ）、Ｃｃ

（ｐ，ｑ）存在共同峰［１６］。当 ＫＮ时，在长码周期范
围Ｋ×Ｋ内，Ｃｂ（ｐ，ｑ）与 Ｃｃ（ｐ，ｑ）存在有限个共同峰，
峰值为１。即：

Ｃｓ（ｐ，ｑ）＝
１　　　ｂ（ｎ＋ｐ）ｂ（ｎ＋ｑ）＝ｂ（ｎ）且ｃ（ｎ＋ｐ）ｃ（ｎ＋ｑ）＝ｃ（ｎ）
－１／Ｎ ｂ（ｎ＋ｐ）ｂ（ｎ＋ｑ）＝ｂ（ｎ）且ｃ（ｎ＋ｐ）ｃ（ｎ＋ｑ）≠ｃ（ｎ）

－１／Ｋ ｂ（ｎ＋ｐ）ｂ（ｎ＋ｑ）≠ｂ（ｎ）且ｃ（ｎ＋ｐ）ｃ（ｎ＋ｑ）＝ｃ（ｎ）

１／ＮＫ　 ｂ（ｎ＋ｐ）ｂ（ｎ＋ｑ）≠ｂ（ｎ）且ｃ（ｎ＋ｐ）ｃ（ｎ＋ｑ）≠ｃ（ｎ










）

（２３）
　　由上述分析可知，通过计算复合码的三阶相关
函数，提取长短码的 ＴＣＦ共同峰，利用矩阵斜消变
换得到长短码ｍ序列本原多项式的乘积，唯一因式
分解可得长短码 ｍ序列的本原多项式，实现 ＬＳＣ
ＤＳＳＳ信号的长短伪码估计。三阶相关法是基于序
列生成机制的估计算法，可以同时估计出长短伪码

的本原多项式。

４．２　延迟三阶相关法
当加扰采用 ｍ序列，扩频采用非 ｍ序列时，只

有Ｃｃ（ｐ，ｑ）存在峰值点，而 Ｃｂ（ｐ，ｑ）不具有 ｍ序列
特有的峰值特性，同时会影响长扰码的 ＴＣＦ峰值估

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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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因此要消除短扩频码的影响。将估计得到的复

合码循环左移Ｎ次与原复合码相乘：
ａ（ｋ）＝ｓ（ｋ）ｓ（ｋ＋Ｎ）＝

ｂ（ｋｍｏｄＮ）ｃ（ｋ）·ｂ（（ｋ＋Ｎ）ｍｏｄＮ）ｃ（ｋ＋Ｎ）＝
ｃ（ｋ）ｃ（ｋ＋Ｎ） （２４）

由ｍ序列的移位相加特性［１］可知：

ｃ（ｋ）ｃ（ｋ＋Ｎ）＝ｃ（ｋ＋Γ） （２５）
则长扰码序列｛ｃ（ｋ）｝为｛ａ（ｋ）｝循环右移 Γ次
得到：

ｃ（ｋ）＝ａ（ｋ－Γ）　　ｋ＝１，２，．．．，Ｋ （２６）
因此，实现长码序列｛ｃ（ｋ）｝的估计必须要先估计
出Γ。

ｍ序列的 ＴＣＦ峰值特性实质上就是其移位相
加性，若｛ｃ（ｋ）｝满足式（２７），则 Ｃｃ（ｐ，ｑ）在（Ｎ，Γ）
上存在峰值。周期为 Ｋ的长码 ｍ序列｛ａ（ｋ）｝和
｛ｃ（ｋ）｝均基于伽罗华域 ＧＦ（２）上的同一本原多项
式ｆｃ（ｘ），区别仅在于其初始相位不同，因此它们具
有相同的ＴＣＦ峰值图案，即Ｃａ（ｐ，ｑ）在（Ｎ，Γ）上也
存在峰值。

理论上 Ｃａ（ｐ，ｑ）在（Ｋ－１）×（Ｋ－１）范围内的每
行每列上均存在峰值点，且在峰值点处的取值为１，
所以Γ的取值满足下式，且是唯一的：

Γ＝｛ｑＣａ（ｐ，ｑ）＝１，ｐ＝Ｎ｝ （２７）
考虑到实际中存在的误差干扰，Γ的估计式修改
如下：

Γ＝ａｒｇｍａｘ
ｐ＝Ｎ
｛Ｃａ（ｐ，ｑ）｝ （２８）

根据式（２６）和式（２８）可以得到正确初始相位的长
扰码序列｛ｃ（ｋ）｝。

短扩频码序列的估计为：

ｂ（ｎ）＝ｓ（ｎ）ｃ（ｎ）　 ｎ＝１，２，．．．，Ｎ （２９）
　　由上述分析可知，将估计出的复合码｛ｓ（ｋ）｝循
环左移Ｎ次后与原复合码相乘，消除短扩频码影
响；然后利用长码 ｍ序列的 ＴＣＦ特性，估计出正确
初始相位的长扰码序列｛ｃ（ｋ）｝；最后通过相关运算
估计短扩频码序列｛ｂ（ｎ）｝。延迟三阶相关法是基
于序列本身的估计算法。

综上所述，ＬＳＣＤＳＳＳ信号的长短伪码盲估计步
骤如下：

（１）接收信号分段。利用复合码的自相关函数
峰值间隔估计长码周期Ｋ。以长度Ｋ对接收信号分

段，得到Ｊ个等长的接收信号数据段ｙｊ；
（２）信号自相关矩阵估计及特征值分解。由式

（１３）估计接收信号的自相关矩阵 Ｒ^ｙ，并进行特征值
分解，得到Ｍ个主特征值所对应的信号子空间Ｕｓ；

（３）复合码估计。由式（１９）利用酉矩阵 Ｑ消
除信号子空间Ｕｓ与矩阵Ｓ之间的位置模糊，得到矩
阵Ｓ的估计 Ｓ^。由式（８）～（１０）得到复合码序列的
估计为 ｓ^。

（４）短伪码类型识别。计算复合码序列 ｓ^＝
｛^ｓ（ｋ）｝Ｋｋ＝１的三阶相关函数 Ｃ^ｓ（ｐ，ｑ），设置合适的门限值
δ１，找出满足 Ｃ^ｓ（ｐ，ｑ）＞δ１的（ｐ，ｑ）集合记为φ１。若φ１
中的峰值点坐标分布满足 ｍ序列 ＴＣＦ共同峰的规
律［１０］，则短扩频码为 ｍ序列，否则短扩频码为非 ｍ
序列。

（５）长短伪码估计。根据步骤（４）中的识别结果：
①若长短码都为 ｍ序列，利用三阶相关法，通

过矩阵斜消变换对集合 φ１中的峰值坐标两两求最
大公因式，得到多项式集合，出现次数最多的多项

式即为长短码ｍ序列本原多项式的乘积 ｆｂｃ（ｘ），因
式分解ｆｂｃ（ｘ）可得长短码ｍ序列各自的本原多项式
ｆｂ（ｘ）与ｆｃ（ｘ），且因式分解的结果是唯一的

［１６］。

②若长码为 ｍ序列，短码为非 ｍ序列，利用延
迟三阶相关法，根据式（２４）消除短码影响得到
｛ａ（ｋ）｝Ｋｋ＝１，计算其三阶相关函数 Ｃａ（ｐ，ｑ），首先由
式（２８）估计出 Γ，再由式（２６）得到长码估计
｛^ｃ（ｋ）｝Ｋｋ＝１；根据式（２９）可得扩频短码｛^ｂ（ｎ）｝

Ｎ
ｎ＝１。

４．３　算法复杂度分析
由于特征分解算法的运算量与矩阵维数三次

方成正比，步骤（２）对分段信号做特征分解，所以其
复杂度为Ｏ（（Ｊ－１）Ｋ３）；步骤（３）中求解模糊酉矩
阵的复杂度为 Ｏ（（Ｍ－１）Ｋ３）；步骤（４）估计信号
ＴＣＦ的复杂度为Ｏ（Ｋ３）；步骤（５）的三阶相关法中，
矩阵斜消变换法的复杂度为 Ｏ（Ｋ），因式分解的复
杂度为Ｏ（ｒ２ｒ），其中 ｒ为最大公因式的阶数；步骤
（５）的延迟三阶相关法中，估计长码序列和短码序
列的复杂度分别为 Ｏ（Ｋ＋Ｋ３）和 Ｏ（Ｎ）；且由于 Ｋ
Ｎ和Ｋｒ；所以本文算法复杂度为Ｏ（Ｋ３）。

５　算法仿真与性能分析

仿真实验中，ＬＳＣＤＳＳＳ信号的信息符号是随机
产生的｛±１｝，信号幅值 ω＝１；信噪比定义为 ＳＮ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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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ｌｇ
　

　

ω２

σ２






ν
。在不影响方法性能分析基础上，为了便

于仿真实现，长扰码采用长周期 ｍ序列，短扩频码
｛ｂｎ｝

Ｎ
ｎ＝１采用周期 Ｎ＝６３的 ｍ序列或者周期 Ｎ＝６４

的Ｗａｌｓｈ码。
仿真１　复合码估计的平均误码率
扩频码选用 ６４位的 Ｗａｌｓｈ码，不考虑符号翻

转，估计误码率是Ｍ个复合码片段的误码个数之和
除以复合码长度，平均误码率是１００次 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
仿真得到的误码率。

（１）平均误码率与接收信号数据段个数 Ｊ之间
的关系。长扰码周期固定为 Ｋ＝１０２４，即单周期复
合码调制Ｍ＝１６个信息符号，当数据段个数 Ｊ分别
为２０、３０和４０时，不同信噪比条件下复合码的平均
误码率随信噪比的变化曲线如图 １所示。由图可
知：在同一信噪比下，复合码估计的平均误码率随

着数据段个数Ｊ的增加而减小，这是因为Ｊ越大，Ｒｙ
的估计越准确，为随后特征值分解提供了良好的基

础；信噪比越高，平均误码率越小，曲线收敛越快。

（２）平均误码率与Ｍ之间的关系。接收信号数
据段个数固定为 Ｊ＝２０，Ｍ分别取８、１６和３２，不同
信噪比条件下复合码的平均误码率随信噪比的变

化曲线如图２所示。由图可知：Ｍ越小，随着信噪比
的提高，复合码误码率下降速度越快；在同一信噪

比下，复合码估计的误码率随Ｍ的增大而增大。这
是因为 Ｍ越大，所需估计的复合码段数越多，尽管
采用了去位置模糊，但仍存在误差，因此导致复合

码估计的误码率越高。

图１　平均误码率与数据窗个数的关系
Ｆｉｇ．１　Ａｖｅｒａｇｅｂｉｔｓｅｒｒｏｒｒａｔｅ＆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ｄａｔａ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图２　平均误码率与长码长度的关系
Ｆｉｇ．２　Ａｖｅｒａｇｅｂｉｔｓｅｒｒｏｒｒａｔｅ＆ｔｈｅ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ｌｏｎｇｃｏｄｅ

仿真２　不同类型扩频码的复合码估计性能
信号１用 ｍ序列扩频和加扰，Ｎ＝６３、Ｍ＝１６、

Ｊ＝２０；信号２用Ｗａｌｓｈ码扩频、ｍ序列加扰，Ｎ＝６４、
Ｍ＝１６、Ｊ＝２０。利用本文提出的复合码估计算法分
别估计两个信号的复合码。不同信噪比条件下信

号１和信号２的复合码的平均误码率随信噪比的变
化曲线如图３所示。由图可知：两个复合码估计的
误码率随信噪比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因此复合码估

计算法不受扩频加扰码序列类型的限制，具有广泛

的适用性。

图３　不同类型扩频码的复合码估计性能
Ｆｉｇ．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ｏｆｓｈｏｒｔｃｏｄｅｓｓ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仿真３　短扩频码类型识别
在信噪比为－５ｄＢ条件下，利用复合码估计算

法分别估计仿真２中信号１和信号２的复合码。两
者复合码的三阶相关函数如图４和图５所示，由图
可知：在ｍ序列加扰的条件下，只有当扩频码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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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序列时，复合码的 ＴＣＦ才会出现较为明显的峰
值，据此可识别短扩频码是否为ｍ序列。

图４　信号１的三阶相关函数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ＴＣＦｏｆｓｉｇｎａｌ１

图５　信号２的三阶相关函数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ＴＣＦｏｆｓｉｇｎａｌ２

仿真４　长短伪码估计性能
信号１和信号２的复合码都可以通过本文第３

节的算法估计得到，且估计性能一致。对于两者复

合码中长短伪码的估计，三阶相关法只能估计信号

１的长短伪码本原多项式，而延迟三阶相关法可以
估计信号１和信号２的长短伪码序列。

（１）对于信号１，在本文方法中首先估计得到复
合码，然后用三阶相关法估计得到长短伪码的本原

多项式。本文算法和文献［１０］算法１００次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仿真得到的长短伪码本原多项式估计的正确
率曲线如图６所示。由图可知：本文算法和对比算
法的正确率达到１００

!

所需信噪比分别为５．５ｄＢ
和２ｄＢ，这是因为本文首先估计复合码，再利用三
阶相关法，可以充分减少信息码和噪声的影响，提

高伪码本原多项式估计的正确率。

图６　信号１伪码本原多项式估计正确率

Ｆｉｇ．６　Ｃｏｒｒｅｃｔｒａｔｅｏｆｓｉｇｎａｌ１ｓｃｏｄｅ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

图７　信号１、２长短伪码误码率

Ｆｉｇ．７　Ｂｉｔｓｅｒｒｏｒｒａｔｅｏｆｓｉｇｎａｌ１＆２ｓｌｏｎｇａｎｄｓｈｏｒｔｃｏｄｅ

（２）对于信号１和信号２，本文方法中用延迟三
阶相关法，分别进行１００次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仿真得到两
个信号的长短伪码估计的误码率曲线如图７所示。
由图可知：信号１和信号２的长码误码率和短码误
码率基本一致，且长短伪码误码率低于１

!

所需要

的信噪比分别为５ｄＢ和４ｄＢ。
综合图６和７可知：在 ｍ序列加扰条件下，三

阶相关法要求扩频码也为ｍ序列，在较低信噪比条
件下可以同时估计长短伪码的本原多项式。这是

一种基于序列生成机制的估计算法，要想完成信号

的解扰和解扩，需要进一步估计其初始相位；延迟

三阶相关法对于扩频码没有特殊限制，在一定信噪

比条件下可以依次估计出较低误码率的长短伪码

序列，这是一种基于序列本身的估计算法，可以直

接得到正确初始相位的长短伪码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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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结论

本文将ＬＳＣＤＳＳＳ信号视为特殊的 ＬＣＤＳＳＳ信
号，将短扩频码和长扰码作为复合码，利用特征值

分解和酉矩阵去位置模糊实现了复合码的盲估计，

进一步利用 ｍ序列的 ＴＣＦ特性识别短扩频码的类
型，根据识别结果采用不同方法实现长短伪码的盲

估计。仿真表明，复合码估计在信噪比－７．５ｄＢ以
上可达到１

!

以下的误码率；当信噪比为－６ｄＢ时，
三阶相关法估计长短伪码本原多项式的正确率可

以达到９０
!

以上；当信噪比为－４ｄＢ时，延迟三阶
相关法估计长短伪码序列的误码率可以降低到１

!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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