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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航空技术的快速发展，飞行器的

应用越来越广泛，对飞行状态进行准

确识别是保障飞行安全的重要前提。

基于航迹数据的飞行状态识别方法能

够实时监测飞行器的位置、速度、加

速度等参数，为飞行控制和决策提供

重要依据。

研究基于航迹数据的飞行状态识别方

法，有助于提高飞行安全性和可靠性，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国内外学者在基于航迹数据的飞行状态识别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提出了多种算法
和技术。

目前，基于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的方法在飞行状态识别中得到了广
泛应用，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和实时性。

未来，随着数据处理技术和算法的不断进步，基于航迹数据的飞行状态识别方法将
更加精确、高效和智能化。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本研究旨在提出一种基于航迹数据的飞行状态识别方法，
包括数据预处理、特征提取、状态分类和结果评估等步骤。

研究内容

通过准确识别飞行状态，为飞行控制和决策提供依据，提
高飞行安全性和可靠性。

研究目的

采用理论分析和实验验证相结合的方法，首先建立飞行状
态识别的数学模型，然后设计相应的算法和软件实现，最
后通过实验验证算法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研究方法

研究内容、目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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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接收卫星信号，获取
飞行器的位置、速度和时
间等航迹数据。

卫星导航系统 雷达系统 传感器融合

利用地面雷达站发射电磁
波，通过飞行器反射回波
信号获取航迹数据。

结合多种传感器数据，如
惯性测量单元、气压计等，
提高航迹数据的精度和可
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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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迹数据来源及获取方式



去除异常值、缺失值和重
复数据，确保数据质量。

数据清洗

将不同来源的数据格式统
一，以便于后续处理和分
析。

数据格式化

采用滤波算法对数据进行
平滑处理，减少噪声和误
差。

数据滤波与平滑

数据预处理流程



检查数据是否完整、连续，是

否存在缺失或异常。

数据完整性评估

分析数据的误差范围，判断其
是否满足应用需求。

数据精度评估

通过比较不同来源数据的差异，

评估数据的可靠性和一致性。

数据可靠性评估

根据评估结果，采取相应措施

提高数据质量，如优化传感器

性能、加强数据传输稳定性等。

改进措施

数据质量评估与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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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里叶变换
将时域信号转换为频域信号，提取出信号中的频率特征，用于分析
飞行状态的周期性和稳定性。

小波变换
对信号进行多尺度分析，提取出信号在不同频率和时间尺度的特征，
用于分析飞行状态的突变和噪声干扰。

主成分分析法
通过对原始数据的降维处理，提取出对飞行状态影响最大的特征，
减少特征维度，提高计算效率。

特征提取方法



1

2

3

通过计算每个特征的统计量，如均值、方差、相

关性等，选择对飞行状态识别贡献最大的特征。

基于统计特征选择

通过训练分类器或回归模型，评估每个特征的重

要性，选择对模型性能提升最明显的特征。

基于模型的特征选择

利用遗传算法、粒子群算法等优化算法对特征进

行优化组合，提高飞行状态识别的准确性和稳定

性。

特征优化算法

特征选择与优化



将提取的特征以二维或三维散点
图的形式进行可视化，便于直观
地观察不同飞行状态之间的差异。

散点图
根据特征值的大小绘制热力图，用
于展示飞行状态在不同时间和空间
尺度上的分布和变化趋势。

热力图

将飞行状态特征随时间的变化绘制
成时序图，用于分析飞行状态的动
态特性和演化规律。

时序图

特征可视化分析



基于机器学习的飞

行状态识别模型构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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