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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概 要 

 

一、 研究目的和方法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定位信号时频图像特征分析的 ISM频段多源信号感知方法，利用短时

傅里叶变换将信号数据转换到时频二维图像。借鉴 SVM图像分类方法，通过训练集提取各信

号时频图像特征，设计分类器，对频段内未知定位信号进行识别。 

二、 主要结果与结论 

通过试验仿真验证了在高斯噪声环境下的识别能力。试验结果表明: 相比于单一时域/

频域信号感知方法，本方法无需针对各种信号配备专用传感器，仍能保持快速准确的定位源

信号种类识别。 

三、 主要创新点 

论文创新点如下： 

1．改进传统单一时域/频域一维分析方法，采用时间-频率域二维联合分析，利用 STFT将信

号转化为时频图像，增加了可用于信号识别的信息量。 

2．区别于传统的信号监听手段，应用图像识别方法进行定位信号源感知，使用 SURF算法提

取时频图像特征，K-means 算法进行聚类，SVM 机器学习方法进行训练识别。创新方法与架

构，有效改进识别能力。 

3．有利于多种信号感知模块深度融合，实现定位信号的统一感知与识别，简化系统，降低多

源融合定位系统的体积和硬件成本。 

四、 科学意义和应用前景 

提出了一种新的定位信号源感知方法，相比传统思路，降低了系统复杂度与硬件成本，

试验结果表明识别率较高，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五、 解决的实际问题 

针对传统多源融合定位中，2.4G ISM频段信号种类多，同一频段内混合定位信号源识别

仍需利用多种接收模块，造成设备资源利用率低，成本较高，信号识别、分析融合程度低，

难以实现定位信号源优选。提出了一种新的定位信号源感知方法，相比传统方法，降低了系

统复杂度与硬件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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