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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特点

实时定位

自动寻找信号的开始与终止

手机端既可作发声器又可作接收器

各种参数均可调，APP 有较好的界面
同时接受 2 个定位信号并识别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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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寻找信号的开始与终止

我才用了和上次声音通信几乎一样的技术识别信号的开始与终止。

去除 Chirp 信号的间隔，改为
连续发送

滑动窗口 2 倍 symbol 大小，移
动 1 个 symbol 大小（这样 1
个 symbol 一定会完整地出现在
某个划窗中）
计算 xcorr 的值，满足下面两个
条件就开会，反之终止

xcorr 最高值与平均值比值大
于阈值
多次 xcorr 最高点标准差小于
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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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左：原始信号，右：xcorr 值，纵：
每个划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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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发送器接受效果展示

图 2: 单个发送器接
受效果

由于去除了 Chirp 信号的间隔，所以同样的信号
周期下，我的采样频率是助教的两倍
经测试有以下结论：

Chirp 信号的间隔对最终结果影响不大
降低起始和终止信号的频率使最终结果更好
总体噪音和多径效应很明显
在最初计算的 xcorr 位置需要减去一个值，以避
免出现负的距离

左边的图是较好的一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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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发送器接受设计

接收端如下设计：信号进 Receiver Thread 模块记录下来，再分发给多个
Receiver Processor。而每个 Receiver Processor 都有一个属性，即它们感
兴趣的 Chirp 信号。

Receiver Thread

Receiver Processor2Receiver Processor1

图 3: 多发送器信号接受设计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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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坐标计算公式

当我们获得一组距离后，就可以计算二维坐标。假设一个发送器位于
(d, 0)，其距离是 p1，另一个发送器位于 (−d, 0)，其距离是 p2。则：

x =
p22 − p21

4d

y = ±
√
−p41 − p42 + 8d2(p21 + p22) + 2p21p22 − 16d4

4d
那是如何知道距离的呢？我会假定最一开始手机位于距离 1m 的两个发
送器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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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发送器接受效果展示

图 4: 两个发送器接受
效果

经测试有以下结论：
两个同为上升或者下降的 Chirp 信号之间的
干扰非常大
一个上升另一个下降的 Chirp 信号间的干扰
较小（我采用这个方案）
强的信号可能会盖过弱的信号，使弱的信号
很难被检出，它们可能会差千倍的强度

右图是一个很差的效果，因为我赶着 ddl 没地
方跑测试（这个效果比我一开始测的差）。测
试的过程是远离第 1 个信号源（深蓝色），靠
近第 2 个信号源（绿色）
浅蓝色线是路径，不论何种测试环境下，这个
路径始终是差得一塌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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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简介

主界面上方清空日志绘
图和打开设置按钮

主界面中间是日志，会
自动滚到最下方

主界面中心绘图，红线
是时域曲线，深蓝线是
第 1 接收器的位置，绿
线是第 2 接收器的位置，
浅蓝线是二维位置

设置界面的设置分为界
面、通用、接受和发送

图 5: 主界面 图 6: 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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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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