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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需求背景01

现代战争中，炮位侦校雷达对于提高火炮射击精度和反应速度具有重要

作用。X波段频率综合器作为炮位侦校雷达的核心部件，其性能直接影

响到雷达系统的整体性能。

技术发展背景02

随着微波技术和电子技术的不断发展，X波段频率综合器在性能、体积、

重量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进步，为炮位侦校雷达的研制提供了有力支持。

研究意义03

开展炮位侦校雷达X波段频率综合器的技术研究，对于提高我国炮位侦

校雷达的技术水平、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背景与意义



要点三

国外研究现状

目前，国外在X波段频率综合器的研

究方面已经取得了较为成熟的成果，

如采用先进的合成技术、高性能的微

波器件等，实现了高性能、小型化的

X波段频率综合器。

要点一 要点二

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在X波段频率综合器的研究方面

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与国外先进

水平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如性

能指标、稳定性等方面还有待提高。

发展趋势

未来，随着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

的不断涌现，X波段频率综合器将朝

着更高性能、更小体积、更低成本的

方向发展。同时，为了满足不同应用

场景的需求，还将出现多种类型的X

波段频率综合器。

要点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通过本研究，旨在提高我国炮位侦校雷达的技术水平，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

研究目的

本研究将采用理论分析、仿真验证和实验测试等方法进行研究。首先通过理论分析，明确X波段频率综合器的性

能指标和稳定性要求；然后采用先进的仿真工具进行设计方案的仿真验证；最后通过实验测试验证设计方案的可

行性和性能指标的达成情况。

研究方法

研究内容、目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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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电磁波 接收反射波 信号处理 数据输出

炮位侦校雷达工作原理

01 02 03 04

炮位侦校雷达通过天线向目标

区域发射电磁波，这些电磁波

遇到目标后会反射回来。

雷达接收反射回来的电磁波，

并将其转换为电信号进行处理

。

通过对接收到的电信号进行处

理，可以提取出目标的位置、

速度等信息。

将处理后的数据输出到显示设

备或计算机上，以供操作人员

分析和判断。



    

X波段频率综合器基本概念

频率合成

X波段频率综合器是一种能够产生一

系列稳定、准确的频率信号的电子设

备。

相位噪声
频率综合器的输出信号中，除了所需

的频率成分外，还会包含一些不希望

的频率成分，这些成分被称为相位噪

声。

杂散抑制

为了提高频率综合器的性能，需要采

取措施抑制杂散信号的产生和传播。



X波段频率综合器为炮位侦校雷达提供稳定、

准确的本振信号，用于接收和处理反射回

来的电磁波。

提供本振信号

通过优化X波段频率综合器的性能，可以提

高炮位侦校雷达的探测精度、抗干扰能力

和动态范围等性能指标。

改善系统性能

利用X波段频率综合器产生的多个稳定频率

信号，可以实现炮位侦校雷达对多个目标

的跟踪和定位。

实现多目标跟踪

采用高性能的X波段频率综合器可以降低整

个炮位侦校雷达系统的复杂性和成本。

降低系统成本

炮位侦校雷达X波段频率综合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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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炮位侦校雷达的工作原理和性能

指标，设计一款X波段频率综合器，

实现高精度、高稳定性的频率合成。

采用直接数字频率合成（DDS）技术，

结合锁相环（PLL）技术，实现宽频带、

低杂散、快速跳频的频率合成方案。

设计思路与方案选择

方案选择

设计思路



DDS芯片选型

选用高性能DDS芯片，具备高精

度、低噪声、宽频带等特性，满

足系统对频率合成的需求。

PLL芯片选型

选用高集成度PLL芯片，具备低相

位噪声、快速锁定等特性，提高

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滤波器选型

选用高性能滤波器，实现对输出

信号的杂散抑制和带外抑制，保

证系统性能。

关键器件选型及性能分析



根据选定的器件和方案，设计
合理的电路拓扑结构，包括电
源电路、时钟电路、DDS电路

、PLL电路等。

电路设计 仿真验证 优化措施

利用电路仿真软件对设计电路
进行仿真验证，分析电路性能
，如频率合成范围、杂散抑制

、相位噪声等。

针对仿真结果中存在的问题和
不足，采取优化措施，如改进
电源设计、优化滤波器参数等

，提高系统性能。

电路设计、仿真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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