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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鸟击问题是全世界航空业共同的难题, 受到国际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基于雷达的鸟情探测的研究取得

了很大进展,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建立起实用的雷达鸟击预警系统. 本文首先总结了雷达鸟情探测研究的概况, 介绍

国外雷达鸟情探测系统的发展现状,鸟类雷达目标回波信息的特点、识别和检测方法. 然后介绍了雷达鸟类目标探测

的新进展:地理信息系统( GIS)、人工神经网络、计算机网络等新技术应用于雷达鸟情探测系统, 构成了高效、实时的三

维雷达鸟情探测网.最后提出了雷达鸟类识别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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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ird strike hazard is a worldwide problem to aviation, which has received prevalent attention from internation

al academe. The studying of avian detection based on radar has made much progress and some practical radar avian surveillance sys

tems have been set up. A survey of research on radar avian detection, including progress actuality of foreign radar avian detection

syste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ird echo and the method of identification and detection, are presented. The new research are proposed

in three aspect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GIS) ,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 ANN) and computer network, which are com

bined with radar avian detection sy stem to set up a high efficient, real time, 3D radar avian detection network. Finally, several re

search topics in future are sugge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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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鸟击是指航空器起降或飞行过程中和鸟类、蝙蝠等飞行

物相撞的事件.自从有了航空器就有了鸟击事件, 鸟击问题给

航空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同时也危及乘客的生命安

全[1, 2] .目前, 关于鸟击问题的研究已成为国际学术界、民航

界的研究热点,鸟击防范研究已发展成为跨学科的具有重大

应用价值的科研课题.

探测鸟类的活动规律是减少鸟击的关键要素之一. 利用

雷达识别生物目标,建立鸟击预警模型, 有针对性地驱散和避

开鸟群,是降低鸟击风险行之有效的途径. 先进的数字化宽带

雷达的出现和高性能计算机的应用使得许多图像处理和模式

识别的技术应用到雷达生物目标识别中. 国外已经建立起实

用的雷达鸟击防范系统,积累了许多有效的方法, 取得很好的

效果.国内学者和相关部门已开始重视和着手这一研究工作,

但还鲜有实质性进展.

2 雷达鸟情探测研究概况

2 1 鸟类活动的雷达研究[3]

雷达被用于观测鸟类的活动已经有将近 60 年的历史了,

初期, 雷达操作员发现,在雷达屏幕上可以看到并非航空器的

未知目标的回波, 这种未知目标的回波在当时被称作 天使

( Angels) .后来的研究发现,这种 天使 实际上是由鸟类造成
的. 由此,雷达被广泛应用到鸟类的定期迁徙和在当地活动的

研究中.

雷达是观察鸟类活动的重要工具, 它可以在广大空域里

识别各种鸟类, 而不局限于观察人员用望远镜目视观察; 通过

雷达可以计算出大群鸟类的飞行方向和速度; 可长时间跟踪

记录鸟类活动规律; 更重要的是雷达可以在夜间如同白天一

样地观测鸟类. 雷达系统在鸟情信息收集上具有自动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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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几种鸟类RCS的理论值和实验值

种类
重量

( g)

RCS理论值( m* m) RCS理论值(dBsm)RCS实验值(dBsm)

X S L X S L X S L

鸣鸟 10 0. 0005 0. 0005 0. 00002 - 33 - 33 - 47

麻雀 25 0. 0006 0. 0016 0. 00013 - 32 - 28 - 39 - 37 - 28

八哥 75 0. 0013 0. 0017 0. 0010 - 29 - 28 - 30 - 31

珩科鸟 200 0. 0014 0. 0014 0. 0051 - 29 - 29 - 23

鸽子 500 0. 0027 0. 0038 0. 0109 - 26 - 24 - 20 - 28 - 21

野鸭 800 0. 0044 0. 0031 0. 0088 - 24 - 25 - 21 - 21 - 30

天鹅 10000 0. 024 0. 027 0. 021 - 16 - 16 - 17

度高、数据便于分析存储、受天气和光线条件影响小等多项优点.

随着航空器的广泛应用, 因鸟类造成的飞行事故逐渐增

多. 20世纪 60 年代,一些重大的飞机坠毁事故被发现是由鸟

击事件引起以后,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开始重视雷达鸟击预

警系统的研究,雷达观测鸟类飞行的数据被应用到航空安全

领域.

2 2 雷达鸟情探测系统的发展

雷达鸟情探测系统随着雷达技术、计算机技术、信息处理

技术的进步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高性能雷达系统和计算机处

理系统使得快速获取鸟情信息成为可能;与此同时, 从混杂着

气象信息的回波图像中提取鸟情信息的算法也取得突破. 此

外,现代雷达鸟情探测系统还具有后台数据处理的能力 ,通过

数据挖掘的算法,研究鸟类活动的规律,用于预测鸟情, 防范

鸟击.下面将概述雷达鸟情探测系统的发展现状.

2 2 1 BIRDTAM系统

20 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 欧洲利用鸟类雷达探测技术

开发了 BIRDTAM 系统, 提供近似实时的鸟情观测, 发布鸟击

预警. 然而,当时用于鸟类探测的雷达技术是有限的,在量化

方面留下了大量的手工作业. 20 世纪 90 年代, 德国军用地球

物理实验室开发的雷达鸟情探测系统中延续了 BIRDTAM 的

名字, 该系统被广泛用来观察鸟类迁徙,给出实时鸟击警告.

获取的鸟情资料已经提供给德国航空业和周边国家应用[ 4] .

2 2 2 鸟类危险咨询系统( AHAS) [ 5]

1998年秋, Geo Marine公司鸟类研究实验室在美国空战

指挥总部的资助下, 开发了鸟类危险咨询系统( AHAS) , 用于

监控和预报美国 48个州的鸟类活动.目前该系统基于美国新

安装的 NEXRAD WSR 88D[ 6, 7]气象雷达网. 如图 1 所示. 该雷

达网几乎覆盖所有美国地区和加拿大南部地区, 具有很强的

探测弱目标的功能,该雷达网提供的数据被用于防范鸟击,保

障飞行安全,保护迁徙鸟群等许多方面. AHAS 系统利用气象

雷达提供的数据,采用图像处理和神经网络等模式识别的算

法,从雷达数据中准确地将生物学目标同其他目标区别开来,

实时地将雷达数据转变为鸟情信息,减少鸟击的可能性.

2 2 3 机场区域鸟情探测系统[ 8, 9]

鸟类危险咨询系统 ( AHAS)从 NEXRAD 气象雷达网上获

取数据.由于大多数气象雷达距离机场太远, 以及受角度的限

制而无法探测到机场上方低空飞行的鸟类. 机场区域鸟情探

测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联邦航空

局( FAA )开发的终端区域鸟类危险咨询系统( TAHAS)和Clem

son大学雷达鸟类实验室开发的移动式雷达鸟类探测系统 !

BIRDRAD系统.

终端区域鸟类危险咨询系统包括两套雷达系统 ! 终端
多普勒气象雷达(TDWR)和机场监视雷达 ( ASR! 9) . 该系统

具有探测生物目标的能力,可以监控机场附近的鸟类活动.

具有较快的信息更新速度,持续更新的信息可以确定在机场

附近栖息和觅食的鸟群位置并估算其数目.通过空中交通管

理控制系统或者直接的数据链向正在着陆和起飞的飞机驾

驶员发出实时的鸟类活动状态警告.

BIRDRAD系统是采用高性能商业雷达和 PC 机开发的

移动式雷达鸟类探测系统, 被用于在较小的范围内探测鸟类

的活动, 该系统具有很快的扫描周期( 2. 5s)和很窄的波束宽

度,非常有利于实时探测鸟情信息, 该系统由一台观测车搭

载, 包括雷达、处理器、GPS 定位仪、传输设备等. BIRDRAD 系

统可移动的优点可以补充 AHAS 系统的不足, 实时监控具体

地点的鸟类活动, 开发有针对性的避险模型.

2 3 雷达鸟类目标回波信息的特点及识别方法

目前的雷达鸟类探测系统多是由气象雷达[10~ 12]或海事

雷达系统[ 13]改造而成, 鸟类信息的识别大多基于雷达的回波

图像和多普勒信息. 要从雷达回波信息中正确地提取鸟类的

信息, 必须从鸟类目标本身的特点、雷达系统的工作原理和雷

达图像处理算法等多方面去研究.

2 3 1 鸟类目标的雷达散射截面(RCS)和飞行特点[ 14,15]

鸟类的回波反射率取决于鸟类的 RCS, 多普勒信息则取

决于鸟类的飞行速度. 许多文献对鸟类的 RCS 和飞行特点作

了研究. 鸟类的 RCS 主要取决于它的体积, 除了某些大型鸟

类, 一般要小于飞机、舰船和导弹. 表 1 列出了几种鸟类在三

个不同频段( X、S、L)的 RCS.

鸟类的飞行速度受多种因素影响, 主要有体积、形态、迁

徙和风. 一般情况下,体积越大速度越快,但也有例外. 翅膀较

大, 体重相对较小的鸟类飞行速度较快.迁徙中的鸟群飞行速

度较平时要快. 风速对鸟类飞行速度的影响较为复杂, 不能将

风速简单地加到无风时的飞行速度上 .多数鸟类的飞行高度

在 2000m 以下, 个别跨洋迁徙的鸟类飞行高度超过 6000m.

2 3 2 鸟类目标探测对雷达系统的要求
[ 16, 17]

鸟类目标探测不同于一般航空器探测, 总结目前研究和

现有雷达特点, 具体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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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雷达波束宽度.波束越窄, 分辨力越高,越有利于分辨

单个飞鸟; ( 2)雷达相对于机场终端区域的相对位置 .机场外

的雷达易受到干扰源的影响, 不利于分辨小群或单个鸟; ( 3)

雷达扫描的更新率.每分钟更新率最好达到 20次以上; ( 4)雷

达可探测的目标反射率较低.一般要能够探测到低空飞行的

RCS 为万分之一平方米的鸟类目标,而鸟群的反射率相对就

高一些; ( 5)雷达极化方式. 最好能够从线极化到圆极化转换,

以便于探测因天气变化而变得模糊的目标; ( 6)雷达数据质

量.雷达应能提供可编辑的雷达图像数据, 这样配合杂波滤波

器、多普勒分析和一些图像处理手段才能有利于识别.

2 3 3 鸟类目标回波信息与气象信息的区分方法[ 18~ 20]

利用雷达探测跟踪鸟类的难点在于: 在雷达回波图像中

将气象、环境等非生物回波信息同鸟类的回波信息区分开.许

多研究表明鸟类的回波图像具有如下特点:

( 1)鸟类的回波区域总体上来说在分布情况上要小于气

象信号; ( 2)生物目标的点刻度(在一段回波最大值和最小值

之间区分预测斜率和实际斜率的度量值)要大一些, 迁徙的鸟

类比栖息的鸟类更明显一些; ( 3)鸟类回波的速度变化或频谱

宽度要小于气象信号; ( 4)鸟类的回波经常有不均匀的反射

率; ( 5)鸟类回波以中间有环形信号的圆弧模式传播; ( 6)鸟类

回波以最大反射率结合最大速度的模式出现; ( 7)相对于气象

目标而言,鸟类限制在大气层中很窄的一层中活动.

从屏幕上接收到的雷达图像来看,对探测最重要的是回

波反射率和多普勒速度.回波反射率可以从图像中直接得到,

通过对不同时刻的图像进行处理得到多普勒速度图像. 由于

气象雷达中能够产生高仰角和低仰角的反射率图像, 我们可

以利用不同仰角的扇形波来区分在低海拔高度活动的鸟类和

气象信号之类垂直分布的目标.同时运动是很好的判断标志,

研究发现鸟的回波信号前沿扩展速度为 10~ 13 5 米/秒, 单

只鸟的速度可能比这更高,一般可以达到 15~ 20米/秒.

雷达目标识别具有多种方法[ 21] , 近年来基于高分辨的雷

达成像的识别技术获得了很大进步. 许多图像处理的技术[ 22]

被应用到雷达目标识别中, AHAS 使用标准图像处理技术从

雷达图像上去掉天气目标.虽然这种方法取得了巨大成功,但

在应用上还是受到一定限制,因为在气象锋面边缘处会丢失

少量气象信息,当迁徙正好出现在气象锋面边缘时, 雪与鸟类

目标发生混淆,使得整块的生物学目标被去除 .

2000年春 ,鸟类研究实验室创立了一种能够更精确地将

生物学目标从气象信息中区分出来的算法[7] . 所采用的方法

是使用神经网络系统来确定每一公里像素是否是生物学类或

非生物学类目标(雨、雪、谷壳、烟、尘埃等) . 神经网络系统通

过每个像素在三维空间的反射率数值的形式和分布来确定每

一公里像素的组成成分.这种新方法得出的结果比以前的图

像处理法有了很大的进步: 与气象锋面邻近和接触处的生物

学目标可以被分离出来, 气象信息大都被去除掉了, 并且能够

更好地将雪与生物学目标分离开来.图 2所示为 Sicom Systems

公司提出的一种图像处理算法的示意图[23] .

3 雷达鸟类目标探测新进展

3 1 地理信息系统(GIS)与鸟击雷达防范系统相结合[ 24]

地理信息系统(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简称 GIS)是

一种采集、存储、管理、分析、显示与应用地理信息的软件系

统, 是分析和处理海量地理数据的通用技术[ 25] . 地理信息系

统萌芽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加拿大和美国, 1972 年世界上第

一个可运行的地理信息系统 ! 加拿大地理信息系统( CGIS)全

面投入运行与使用.

地理信息系统是一种决策支持系统,它与其他信息系统

的主要区别是其存储和处理的信息是经过地理编码的, 地理

位置及与位置有关的地物属性信息成为信息检索的重要部

分[ 26] . 通过鸟击雷达获取的雷达回波图像, 利用前面的方法

提取鸟群飞行的轨迹, 动态获取鸟群的信息(如位置,高度, 飞

行速度等) , 同时将机场附近的环境、气象及飞机飞行路线等

要素综合到一个统一的地理信息系统中. 基于这个系统可以

动态跟踪和监控鸟群的活动, 预测鸟击的概率, 及时地将鸟情

信息通报给空管人员和飞行员,避免鸟击事故的发生. 图 3 是

一个将鸟群跟踪信息和 GIS系统综合的一个示意图.

3 2 人工神经网络应用于雷达鸟类目标识别[ 27, 28]

20 世纪50 年代,研究人员就开始模拟动物神经系统的某

些功能, 他们采用软件或硬件的办法,建立了许多以大量处理

单元为结点、处理单元间实现(加权值的 ) 互联的拓扑网络进

行模拟, 称之为人工神经网络.人工神经网络的主要特点在于

其具有信息处理的并行性、自组织和自适应性, 具有很强的学

习能力和联想功能以及容错性能等, 在解决一些复杂的模式

识别问题中显示出其独特的优势, 近年来在图像处理中应用

很多. 人工神经网络是一种复杂的非线性映射方法, 其物理意

义比较难解释, 在理论上还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 许多

改进的神经网络系统应用于雷达目标识别. 利用神经网络可

以有效地将鸟类信息从气象信息中识别出来. 上文提到的鸟

类研究实验室在 2000 年创立的一种能够更精确地将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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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从气象信息中区分出来的算法就是应用神经网络系统.

2001年 6 月,该算法在 AHAS 中投入运行. 2002 年前, AHAS 系

统已经在美国48个州的 2/ 3 地区推广, 在2002 年度该系统已

在剩余的 1/ 3 地区投入运行.

3 3 网络化的机场鸟类雷达探测系统[ 29, 30]

近年来 ,计算机网络发展迅速, 网络带宽和速度不断提

高,大数据量的实时传输成为现实, 目前使用的机场鸟类雷达

探测系统, 是由分布在不同地区的传感器(雷达)、处理器、终

端设备通过网络连接而成的系统. 雷达动态实时地采集不同

地区的鸟情信息, 通过网络传输给中央处理器集中分析预测,

通知地勤和空中管制人员采取避险措施; 另一方面通过上行

链( up link)或空中交通服务系统( ATS)传递给飞行员,适当改

变航线或提高爬升率以提高安全系数. 图 4 所示为 Sensis 公

司机场监控网络系统的示意图[ 31] .

上文提到的美国机场终端区域鸟类危险咨询系统

( TAHAS) , 拥有高扫描速率的 ASR 9 系统非常适合于机场终

端区域的鸟类活动探测.与鸟类危险咨询系统( AHAS)互为补

充,构成一个遍布全美的网络, 可以有效地探测、记录美国全

国范围内的鸟类活动规律和机场终端区域的鸟类活动状况,

进而通过数据的积累、分析和预测, 为降低鸟击事件提供科学

的指导.

4 总结和展望

鸟击事件给航空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严重威胁乘客的

生命安全,并且随着环境的改善, 鸟类数量和航空器数量的增

加,鸟击事件的概率也在增加. 鸟击防范工作的必要性和艰巨

性得到了航空界的一致认同和重视.目前, 关于鸟击问题的研

究已成为国际学术界、民航界的研究热点, 世界上很多国家对

减少鸟击问题的研究都加大了投入 ,鸟击防范研究已发展成

为跨学科的具有重大应用价值的科研课题, 吸引了各个方面

的很多专家从事这项工作[ 32~ 41] .

雷达技术和相应的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得能够开发出鸟

情信息探测和警告的实时系统, 为机场鸟击防范提供了一种

行之有效的方法.在国外,一些实用的系统也建立起来, 起到

了显著的效果.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才刚刚起步, 还有很多工

作要做
[42~ 45]

.

鸟类等生物目标具有较低的雷达回波反射率, 雷达回波

图像也不同于普通光学图像.因此, 生物目标探测一直是一个

难点问题,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数字图像处理研究的进

展,许多成熟的算法相继提出, 基于数字图像处理的鸟类雷达

跟踪算法也取得了突破.同时, 人工神经网络的研究再次成为

热点, 提出了许多改进的神经网络模型,一些模型应用到气象

雷达信号处理中, 进而应用到雷达鸟类目标探测中.

雷达生物目标识别未来的研究仍然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

向展开, 硬件上进一步改进雷达系统, 例如更窄的雷达波束、

更高的分辨率、更低的可探测 RCS 值、更快的扫描速度等, 改

进雷达信号处理算法, 获取更清晰的雷达回波图像; 软件算法

上则进一步提高图像处理水平,更好地将生物信息与非生信

息区分开, 开发更友好的交互系统,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飞机

空中管理系统、鸟类雷达探测系统、气象系统等综合起来, 共

同建立一个飞行安全的决策系统 ,实时观测和预测鸟情信息,

规划飞行路线, 降低鸟击发生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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