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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转台 ＲＣＳ仿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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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软件仿真计算光电转台的雷达散射截面积（ｒａｄａｒ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ＲＣＳ）。基于散射
的高频局部性原理完成目标的ＲＣＳ预估，在Ｓ、Ｃ、Ｘ波段，０～３°入射余角条件下对光电转台的
ＲＣＳ进行仿真。将复杂的光电转台分解，研究各部分 ＲＣＳ特性并对光电转台开展隐身设计。
对完成隐身设计后的转台进行仿真分析，隐身设计后均值大于 ０５ｍ２的 ＲＣＳ占比约为
１８１８％，光电转台隐身特性提升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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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雷达散射截面积（ＲＣＳ）是衡量目标物体隐身

性能的重要参数［１］。采用软件仿真的方法分析目

标的 ＲＣＳ特性具有便捷、快速、经济等优点［２－３］。

特别是对于外观复杂的目标，软件仿真可以对敏

感位置进行网格细化，通过多次仿真迭代减小误

差，得到准确、可靠的 ＲＣＳ参数［４－５］。光电转台作

为侦察、探测的关键设备，广泛安装于各型舰船、

飞机的外侧，其自身雷达隐身性能直接影响系统

总体隐形特性。光电转台由多部分组成，整体外

形复杂，不同入射余角和雷达波段设备的 ＲＣＳ特
性差别明显。文章对某型光电转台的 ＲＣＳ特性进

行仿真分析，研究光电转台在 Ｓ、Ｃ、Ｘ波段的散射
特性，提出光电转台的隐身设计思路，并仿真验证

转台隐身设计效果。

２　ＲＣＳ仿真原理
ＲＣＳ仿真方法基于 Ｍａｘｗｅｌｌ方程组，对于复杂

目标散射，可以基于散射的高频局部性原理完成目

标的ＲＣＳ预估，即当入射波远远小于散射体尺寸
时，目标的散射场主要由各个独立的散射中心产生

的回波叠加而成［６－７］。因此，可以依据复杂目标的

局部特点对其进行拆分，对拆分后的目标采用相应

的预估技术完成各部件的散射计算，最后将所有部

件的散射场相干叠加得到目标的总场。直接散射场

的ＲＣＳ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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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高频局部性原理，将目标表面分解为不同

散射部件，依据其散射类型分别求的其 ＲＣＳ复数
值，最终通过复数叠加得到整个目标的远场Ｒ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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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论文基于设备各组件的 ＲＣＳ特性，对结
构进行优化和缩减，通过计算电磁方法评估组件装

配后装备整体的 ＲＣＳ，结合优化技术，实现结构的
ＲＣＳ缩减。
３　光电转台ＲＣＳ特性分析

光电转台设备主要由球形负载仓、Ｕ型架、方位
底座组成，如图１所示。转台可以实现方位３６０°连
续旋转，光电转台作为侦察、探测设备，普遍安装于

外表面平台，四周空旷无遮挡，以保证视野。最可能

受到入射余角为０～３°的雷达波探测，因此，仿真时
需要对方位０～３６０°，入射余角０～３°的各频点进行
分析。通常认为，当光电转台设备在Ｓ、Ｃ、Ｘ波段各
频点ＲＣＳ＜０５ｍ２时，设备具有良好的隐身特性。

图１　光电云台结构示意

Ｆｉｇ．１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ｐｈｏｔ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ｔｕｒｎｔａｂｌ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对于图１所示的未隐身设计设备模型，在Ｓ、Ｃ、Ｘ
波段，２ＧＨｚ～１２ＧＨｚ，步长为１ＧＨｚ，共１１个频点下
的ＲＣＳ进行仿真计算，各频点 ＲＣＳ仿真结果表 １
所示。

通过统计可以看出，目前的设计对于大多数频段

可以满足均值＜０５ｍ２的要求，有接近５０％的评测
范围可以满足＜０５ｍ２的要求。整体而言，设备仍有
部分角域和频域的ＲＣＳ较大，需继续优化设计。

表１　方位面ＲＣＳ均值统计
Ｔａｂ．１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ｍｅａｎＲＣＳｉｎａｚｉｍｕｔｈ

入射余角
频率／ＧＨｚ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０ ０３４９ ００７４ ０３４２ ０１６９ ０８３３ ０１６１ ０６８１ ０２３５ ０２９６ ０７４６ ０２６２
１° ０４０９ ００５６ ０２９５ ０３６２ ０２２２ ０９２２ ０２０７ ０７２７ ００５９ ０４６５ ０６０７
２° ０４４５ ００７８ ０２３１ ０４０５ ００２９ １０６７ ０１８７ ０６５９ ０４８６ ０１５５ ０４７３
３° ０４４９ ０１５３ ０１４１ ０３５２ ０２７８ ０２９７ １０１１ ００４５ ０８５５ ０２４３ ０２５５

４　优化改进及评估分析
４１　隐身特性优化

光电转台设备主要可大致分解为球体、柱体和圆

台的组合体及结构细节的调整，如图１所示。因此，
其散射特性与球体、柱体和圆台结构关联密切。首

先，对球体、柱体和椎体的ＲＣＳ特性进行分析。
由电磁理论可知，球体的 ＲＣＳ＝πａ２，其中 ａ为

球体半径。首先，采用计算电磁学方法分析半径为

３８０ｍｍ的 球 体，如 图 ２ 所 示，其 均 值 为
－３３９ｄＢｓｍ，其理论值为－３４３ｄＢｓｍ。可以看出，
电磁仿真算法具有足够的精度进行评估，且可以使

用解析公式作为球体 ＲＣＳ评估的工具，进行球体

设计。

通过缩减球体半径，可以有效减小该部件的

ＲＣＳ，因此，可以在保证装备安装的前提下，减小
球体 半 径，经 过 论 证，初 步 设 定 球 体 半 径

３８０ｍｍ。

由电磁理论可知，柱体的ＲＣＳ＝２πＬ
２ａ
λ
，其中ａ

为柱体半径，Ｌ为柱体高度。采用计算电磁学方法
分析半径为１１０ｍｍ、高度为８６ｍｍ的柱体，如图３
所 示，均 值 为 －９３６ｄＢｓｍ，其 理 论 值 为

－９３４ｄＢｓｍ。可以看出，电磁仿真算法具有足够的
精度进行评估，且可以使用解析公式作为柱体 ＲＣＳ
评估的工具，进行柱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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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球体ＲＣＳ特性
Ｆｉｇ．２ＳｐｈｅｒｅＲＣ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图３　柱体ＲＣＳ特性
Ｆｉｇ．３ＣｏｌｕｍｎＲＣ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通过缩减柱体半径和高度，均可以有效减小该
部件的ＲＣＳ，因此，可以在保证装备安装的前提下，
减小柱体半径和高度，经过论证，初步设定柱体半径

１１０ｍｍ，高度８６ｍｍ。
继续分析了一个锥台面，锥台面的倾角为５５°，

可以看出，锥台面的最大散射方向在１２５°，即为垂
直锥面方向，此时峰值为 －１４６５ｄＢｓｍ，与理论值

ＲＣＳ＝２πＬ
２ａ
λ
一致。

图４　锥面ＲＣＳ特性

Ｆｉｇ．４ＣｏｎｅＲＣ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通过缩减锥台半径和高度，同样可以有效减小

该部件的 ＲＣＳ，因此，可以在保证装备安装的前提
下，减小锥台半径和高度，经过论证，初步设定锥台

上半径１１０ｍｍ，下半径１３２ｍｍ，斜面３８ｍｍ。
当各部件组装在一起时，装备的 ＲＣＳ是各部件

散射贡献的复矢量叠加，不能简单地通过部件 ＲＣＳ
求和来得到，需要通过计算电磁学方法，评估整体装

备的 ＲＣＳ。此时，各部件之间存在的遮挡会减小
ＲＣＳ，但同时各部件之间的多次反射也会增加 ＲＣＳ，
需要合理地设计部件相互关系，在关心角域缩

减ＲＣＳ。
由于结构具有轴对称特性，此后的分析不再进

行方位面的分析，认为方位面 ＲＣＳ为相同的值，仅
分析俯仰面变化。对于关心的余角范围（０～３°），
对应此时坐标系的俯仰角为（９０°～９３°）。对于锥
台组合体，在９０°和１２５°均会出现较大的峰值，对应
圆柱和锥面的法向散射方向，此时关心角域的均值

为－９６８ｄＢｓｍ。
首先，在保持原有结构的前提下，统一用锥台包

裹锥台组合体，形成如上图所示的锥台结构，此时锥

面倾角在８０°，因此其最大散射方向在１００°，在关心
角域的均值为 －１８１５ｄＢｓｍ，相对于锥台组合体已
有较大幅度的缩减，但可以看出，调整倾角，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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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ＣＳ谷值角度增大，将关心角域放置在谷值附近，
有可能获取更小的ＲＣＳ。

图５　锥台组合俯仰ＲＣＳ特性

Ｆｉｇ．５ＲＣ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ｃｏｎｉｃａｌ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ｐｉｔｃｈ

进一步，考虑到锥台倾角应避免敏感角域，对于

余角（０，３°），倾角应在 ７８°左右，调整锥面倾角为
７８°，此时上半径 １１０ｍｍ，下半径 １３５ｍｍ，均值为
－２５３ｄＢｓｍ，相对于锥台组合的均值 －９７ｄＢｓｍ，
此时的结构实现了大幅的缩减，如图６所示。

为进一步优化设备 ＲＣＳ特性，首先，根据装备
功能要求组合出较高隐身性能的设备。其次，在保

障设备功能和性能的前提下，对局部结构进行了优

化设计，对设备结构接缝处进行了倒角等处理，同

时，通过优化设计转台大小和开窗位置，实现了设备

的隐身设计。

４２　隐身特性分析
将上述外形隐身设计措施进行组合，修改设备

外形，最终设备外形如图７所示。
针对隐身设计后的设备，同样进行Ｓ、Ｃ、Ｘ波段

共１１个频点，４种入射余角时的散射特性分析，为
方便观察强散射点出现角度，将其以极坐标方式进

行ＲＣＳ曲线绘制，ＲＣＳ曲线与设备角度的对应关系
如图８所示。

（ａ）锥面倾角８０°，俯仰面ＲＣＳ

（ａ）锥面倾角７８°，俯仰面ＲＣＳ

图６　锥面俯仰ＲＣＳ特性

Ｆｉｇ．６ＣｏｎｅＲＣ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ｐｉｔｃｈａｎｇｌｅ

图７　隐身设计后设备结构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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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Ｓ、Ｃ、Ｘ波段各频点下ＲＣＳ仿真曲线

Ｆｉｇ．８ＲＣＳ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ａｔｅａｃ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ｐｏｉｎｔｉｎＳ，Ｃ，ａｎｄＸｂａｎｄｓ

　　综上，项目组对隐身设计后的设备在３个频段，
对４种入射余角时的散射特性进行了分析，其 ＲＣＳ
仿真均值在各角度及频点下的统计结果如表 ２

所示。

其中，均值大于 ０５ｍ２ 的 ＲＣＳ占比约为
１８１８％，较未隐身设计的设备，ＲＣＳ有明显缩减。

表２　隐身设计后设备方位面ＲＣＳ均值统计
Ｔａｂ．２ＡｖｅｒａｇｅＲＣ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ａｚｉｍｕｔｈｐｌａｎｅａｆｔｅｒｓｔｅａｌｔｈｄｅｓｉｇｎ

入射余角
频率／ＧＨｚ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０°
ＨＨ ０３１４１ ０２２３８ ０１３４２ ０４９４８ ００７６ ０６１０２ ００７５２ ０５５９６ ０２６８１ ０４６ ０７０３８

ＶＶ ０１５１６ ０２８７７ ０１１１８ ０４５４３ ００７８８ ０５２９ ０１１４５ ０４０５４ ０３８５ ０２９０７ ０９６７１

１°
ＨＨ ０３４４１ ０１５５８ ０２６１３ ０３８８３ ０１８８５ ０４７３２ ０１７４２ ０５２４ ０１１８８ ０７３１ ０１１４７

ＶＶ ０２３５５ ０２３４９ ０２４３５ ０３３９３ ０１４８４ ０４６０５ ００９８１ ０６１４８ ００５７８ ０８２８６ ０１０６４

２°
ＨＨ ０３７４９ ００７８ ０４０５ ０１６８２ ０４５９５ ０１７４６ ０５８２４ ０１４８６ ０５３６１ ０４９９２ ０４９９２

ＶＶ ０３１０２ ０１６４４ ０３８７ ０１５２５ ０３２６４ ０１９０３ ０３１６１ ０３１９１ ０３８８１ ０１６３９ ０５２８３

３°
ＨＨ ０３８１８ ００５３７ ０４６６６ ００４１４ ０６６８５ ００７５６ ０７３９２ ０１１２８ ０５２３２ ０１９９６ ０４４１３

ＶＶ ０３８３８ ０１０４２ ０４６９ ００４１７ ０４２２５ ００６７２ ０３７０４ ００６６１ ０４６６ ００７０７ ０６０７１

５　结　论
采用软件仿真的方法计算设备的 ＲＣＳ特性避

免了繁琐理论计算的同时避免了试验的高额代价和

风险代价。对外形复杂的某型光电转台进行 ＲＣＳ
仿真分析，仿真计算其在Ｓ、Ｃ、Ｘ波段，入射余角０～
３°下的ＲＣＳ值，针对模型特征进行隐身设计，并对
隐身设计后的设备在３个频段，对４种入射余角时
的散射特性进行了分析。隐身设计前均值大于

０５ｍ２的 ＲＣＳ占比约为５０％，隐身设计后均值大

于０５ｍ２的ＲＣＳ占比约为１８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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