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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对激光雷达探测回波信号去噪进行研究，基于小波阈值法分析了激光雷达发射和探测回波信号，创建了

基于ＭＡＴＬＡＢ仿真平台的模型，研究了阈值法中选择各参量的策略，结合激光雷达信号和噪声特性，选取了去噪处理中
的最佳参量，并进行了４种阈值策略的仿真实验，实现了对探测回波信号中目标信号的有效提取和去噪。结果表明，对
于低信噪比信号，同一基函数分解层越高去噪效果越好，在分解层数ｊ为４～５时去噪效果最好；对于高信噪比信号，同一
基函数分解层越低去噪效果越好，在ｊ＝３时去噪效果最好，并且信号ｄｂ９基函数去噪效果好于ｄｂ２基函数去噪效果。此
研究获得了较为理想的去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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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激光雷达［１２］作为现代激光与传统雷达技术相结

合的崭新测量工具，是集成了光、机、电等多领域的产

物［３］。它将能量辐射到空间并且探测由物体反射的

回波信号，确定目标的位置并获得与目标有关的其它

信息，且激光雷达正在向多功能、多波段、高性能发

展［４］，在各领域展示着美好的应用前景［５］，在航天、军

事、民用邻域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６７］，比如许

多国家正在研制直升机用的障碍规避激光雷达［８］，也

可以利用激光雷达进行大气污染监控［９］；激光雷达可

以利用差分吸收、差分散射、弹性后向散射、感应荧光

等原理，实现化学生物战剂的探测，而化学和生物战剂

探测激光雷达采用的激光器主要是 ＣＯ２和 Ｎｄ∶ＹＡＧ
激光器［１０１１］等。同时，激光雷达广泛的应用也对目标

回波探测信号处理能力提出新的挑战，信号处理的目

的是对回波信号进行准确分析、诊断、压缩和量化，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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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实现信号的传递和存储、精确重构［１２］。由于复杂

多变的探测环境的影响，激光雷达回波信号不仅携带

目标的信息成分，而且更多的是噪声信号，甚至表现为

目标信号被淹没的情况，因此如何实现噪声的去除，有

效提取目标对象信息成为探测系统的首要任务和难

点。小波变换是在傅里叶变换基础上延伸的具有多分

辨率的信号处理工具，不仅能够实现对信号的保留，还

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噪声成分的去除，利用小波工具

对信号进行去噪处理被称为最好的方法。本文中正是

基于小波阈值法［１３］对激光雷达回波信号去噪分析处

理。

１　激光雷达探测信号模型的建立与仿真

１．１　激光雷达发射探测脉冲模型的建立与仿真
激光雷达探测系统以大功率窄脉宽激光器为激光

光源，且发射信号是脉冲宽度为纳秒量级的高斯脉冲

信号，其理论模型为：

ｆ（ｔ）＝Ａ０ｅｘｐ－
（ｔ－ｕ）２

ｂ[ ]２ （１）

式中，ｆ（ｔ）是被分析信号，Ａ０是激光脉冲最大幅度，ｕ
是激光脉冲峰值位置，ｂ是纳秒量级激光脉冲宽度，ｔ
是阈值。基于 ＭＡＴＬＡＢ平台获得激光雷达理想发射
脉冲信号，如图１所示，本文中所有图的横纵坐标均无
单位。

Ｆｉｇ１　Ｉｄｅａｌ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ｐｕｌｓｅｓｉｇｎａｌｍｏｄｅｌ

１．２　激光雷达探测回波脉冲模型的建立与仿真
激光雷达回波信号中受到光电探测器和前置放大

电路的噪声影响。通过对噪声特征的详细分析，通常

将噪声的叠加和近似等效为高斯白噪声的模型。

模拟接收机端的回波信号是理想高斯脉冲信号与

高斯白噪声的混合形式，并给出叠加噪声的数学模型：

ｆｉ＝ｇｉ＋εｉ，（ｉ＝１，２，…，Ｎ） （２）
式中，ｆｉ是含噪信号；ｇｉ是理想回波信号，表现为低频；
εｉ是噪声信号，表现为高频；理想脉冲信号 ｇｉ与噪声

信号εｉ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利用ＭＡＴＬＡＢ建立回波探
测信号，如图２所示。

Ｆｉｇ２　Ｌｉｄａｒｅｃｈｏ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ａｌ

２　基于阈值法的激光雷达回波探测信号去噪

２．１　小波阈值去噪流程
在激光回波探测信号中，高频成分主要以噪声为

主，转换到小波域，以高频系数为主要表现形式，因此，

阈值法是通过一定的规则对小波域中表征噪声的高频

系数执行置零、收缩或保留的操作，从而达到信号去噪

的目的。

去噪的步骤如下：（１）结合激光雷达信号的特征，
选择具有高相似性的小波基，并实现对含噪信号 ｆ（ｘ）
的ｊ层小波分解，小波分解的结果是产生信号的近似

系数和细节系数；（２）对探测信号在小波域中的近似
表征进行保留，通过一定选取规则对各细节表征计算

选取合适的阈值ｔ；（３）比较各细节系数与阈值 ｔ的大
小，进行阈值处理；当第 ｊ层中的第 ｋ个系数 ｗｊ，ｋ较阈
值ｔ小时，ｗｊ，ｋ被认为是噪声的表征系数，对ｗｊ，ｋ执行置
零操作；当第ｊ层中的第 ｋ个系数 ｗｊ，ｋ较阈值 ｔ大时，
ｗｊ，ｋ被认定是信号的表征，对ｗｊ，ｋ保留；（４）通过对小波
域中处理后的表征系数执行重构操作后，去除噪声并

恢复目标信息。

２．２　小波基和小波分解层数的确定
利用小波解决工程问题的第１步就是对问题选取

合适的基函数，由于基函数的种类繁多，不同小波的性

质也有巨大的差异，所以合适的基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一步。通过分析与研究表明，使用相同的基对不同的

工程问题执行去噪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同样，对解决

相同的问题由于基的不同，去噪结果也具有显著差异，

因此，基函数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并且小波的各种性

质是作为进行不同类型信号处理问题时的基选择的基

本原则；其次，小波与被分析的信号的相似程度也是进

行合适基函数选取的重要原则，同时，具有较好相似性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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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函数能实现信号能量的集中，简化计算量，实现重

构信号的最小失真。

影响小波分析的另一因素是进行处理时的分解层

数的选择。层数通常与信号有着密切的关系，表现为

层数越多，目标特征表现越明显，去噪重构后的信号也

越好，去噪后信噪比越高。与此同时，在进行重构时，

信号的失真现象也越明显，运算量也相应增加。在进

行问题处理操作时，针对不相同信噪比的信号，小波去

噪具有最佳的层数，一般情况下，ｊ为３～５，信噪比越
高，其值相对较小，信噪比越低，其取值越高才能实现

更好的信噪分离。

２．３　阈值的确定
在小波的阈值去噪法中，阈值的选择关系到噪声

成分去除的程度，而阈值通常跟噪声的方差紧密相关，

因此，首先需要估计噪声方差。

根据小波分解理论的特点，通常能将目标成分能

量聚集到大尺度上幅值较大的系数中，而小尺度中以

高频能量为主要表征；对含噪波形而言，高频主要表现

为部分信号与噪声的混合能量且噪声能量相对较大；

通常对含较多噪声的信号，将小尺度或尺度 ｍ＝１的
分解量看作噪声量，用来计算噪声方差。

ＤＯＮＯＨＯ和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Ｅ给出了噪声方差的估
计：

σ＝
ｍｉｄ（ｗ１，ｋ，０≤ｋ≤２

ｍ－１－１）
０．６７４５ （３）

式中，ｍ为尺度数，σ为噪声方差，ｗ１，ｋ为第一尺度上的
分解系数，ｍｉｄ表示取中值运算。由于用此计算的噪
声方差对信噪比较大的信号偏大，因此提出了全局方

差和局部方差两种改进方法。

２．３．１　全局方差　全局方差就是对含噪信号进行小
波分解，然后对所有高频系数求中值来计算方差［１４］。

经实验验证，运用全局方差去噪后，虽然具有突出的去

噪效果，但基于计算数据多造成了其计算速率较慢。

２．３．２　局部方差　局部方差是对含噪信号进行小波
分解后，对各个高频尺度上的系数分别计算噪声方

差［１５］。经实验验证，该方法的去噪性能一般，但计算

速率较快。合适的阈值能达到对目标信息的最大保留

和噪声的最大滤除。若使用阈值不合适，则去噪重构

后依然存留噪声或是目标关键信息过度去除，容易造

成还原失真；在建立激光雷达信号噪声为白噪声的模

型下，估计噪声强度。

下面介绍几种经典的选择阈值规则。

（１）通用阈值Ｔ１（ｓｑｔｗｏｌｏｇ规则）。对ｆ（ｎ）执行ｍ

尺度分解操作后，在尺度１～ｍ（１＜ｉ＜ｍ）上的系数个

数为ｎ，则阈值为Ｔ１＝σ ２ｌｎ（ｎ槡 ）。阈值是基于信号长

度的，通常，较长的信号计算的结果越大，处理后的系

数更多被置零，易于实现对系数的“过扼杀”现象，效

果不理想。

（２）Ｓｔｅｉｎ无偏风险阈值 Ｔ２（ｒｉｇｒｓｕｒｅ规则）。该阈
值是利用无偏似然估计原理的自适应阈值估计［１６］，且

有如下规则：设 ｓ是以分解处理后的系数的平方为元
素的量，即ｓ＝［ｗ１

２，ｗ２
２，…，ｗｎ

２］，且有各元素之间的

关系为ｗ１≤ｗ２≤…≤ｗｎ，存在风险值ｒ为：

ｒ＝
［ｎ－２ｉ－（ｎ－ｉ）ｗ１＋∑

ｎ

ｉ＝１
ｗｉ］

ｎ ，

（ｉ＝１，２，…，ｎ） （４）
　　取上述元素中的最小 ｒｉ为风险值，找出相应的

ｗｉ，则阈值为Ｔ２＝σ ｗ槡 ｉ。

（３）启发式阈值Ｔ３（ｈｅｕｒｓｕｒｅ规则）。启发式阈值
是上述两类阈值的结合，且计算所得为最优预测变量

的结果［１７］。

具体阈值选取规则为：

Ｔ３ ＝
Ｔ１，（η＜μ）

ｍｉｎ（Ｔ１，Ｔ２），（η＞μ
{

）
（５）

式中，η＝（ｓ－ｎ）／ｎ，μ＝（ｌｏｇ２ｎ）
３
２槡ｎ。

（４）最大最小准则阈值Ｔ４（ｍｉｎｉｍａｘｉ规则）。该阈
值是固定阈值形式［１８］，是基于统计学极值定理的估计

方法，并有阈值选取规则为：

Ｔ４ ＝
σ（０．３９３６＋０．１８２９ｌｏｇ２ｎ），（ｎ＞３２）

０，（ｎ＜３２{
）

（６）

式中，ｎ为系数个数，σ为噪声方差。
对上述４种阈值模型进行总结：ｍｉｎｉｍａｘｉ规则和

ｒｉｇｒｓｕｒｅ规则估计的值比较保守，往往产生的是欠去噪
的表现，去噪结果中还存留噪声成分；ｓｑｔｗｏｌｏｇ规则和
ｈｅｕｒｓｕｒｅ规则能实现噪声彻底去除，同时信号重构具
有失真影响。４种规则都不能实现最合适的去噪效
果，以分析不同噪声类型、不同强度的工程问题选择不

同符合标准的规则很重要，需对不同情况仔细斟酌后

选取。

２．４　阈值函数的选取
在运用阈值法解决问题过程中，上述几个参量的

选择会明显影响去噪结果，但由于分解的实质是将信

号和噪声能量表现在一系列不同幅值的系数上，因此，

采取怎样阈值处理策略执行不同系数的处理也是一个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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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问题，阈值函数就是一类实现对不同系数执行不

同操作的规则。

２．４．１　硬阈值　硬阈值函数是对存在于某一门限两
侧的系数执行不同置零或保留处理操作的函数，即：

Ｗｔ＝
Ｗ，（Ｗ ≥ｔ）
０，（Ｗ ＜ｔ{ ）

（７）

式中，Ｗ表示小波系数的值；Ｗｔ是处理后的小波系数
值；ｔ是阈值，取值可按上面的４种模型计算得到。
２．４．２　软阈值　软阈值函数是对存在于某一门限两
侧的系数执行不同置零或收缩处理操作的函数，即：

Ｗｔ＝
１－ ｔ( )Ｗ

Ｗ，（Ｗ ≥ｔ）

０，（Ｗ ＜ｔ
{

）

（８）

　　小波的硬、软阈值法被普遍应用，验证了在实际问
题中的去噪性能，但对不同应用都存在问题：硬阈值函

数在变换域中表现为不连续，使得在实际需要进行求

导的去噪过程中有局限性，通常由于硬阈值只对不及

门限的系数执行置零，造成幅值较大的噪声的存留，因

此，去噪后的信号存在较大的方差；软阈值函数能对所

有系数处理，重构后得到了较纯净的去噪波形，但由于

其在对噪声系数收缩时，信号系数也被收缩，因此信号

具有原始信号的失真，且具有较大的偏差；针对激光雷

达探测回波信号的特点，由于信号中有目标和杂波的

存在，在对信号进行杂波抑制的过程中需保留信号的

细节，且实现信号峰值保留，增大对被探测目标的探测

能力，本文中采用硬阈值作为探测回波信号处理的策

略，力图实现对探测信号的有效去噪处理。

２．５　仿真及分析
对阈值法的去噪流程和选取参量原则进行了仔细

研究，基于小波性质的不同导致了对不同实际工程的

参量不同，去噪效果也不同，并结合去噪参量选取原则

和信噪特点，对激光探测回波信号进行去噪研究分析。

２．５．１　基和分解层数的选择分析　本文中运用ＭＡＴ
ＬＡＢ对激光雷达原始信号进行处理，通过分析处理后
信号与原始信号的相似程度，得出适用的小波基函数

分别为ｄｂ３，ｄｂ２，ｄｂ９，ｄｂ１０，如图３所示。
通过对图３的对比分析可知，ｄｂ２和 ｄｂ３小波基

处理后的信号具有明显失真现象，信号边缘平稳性不

好，而ｄｂ９和ｄｂ１０对信号的恢复较好。
使用ｄｂ２和 ｄｂ９进行去噪实验，并记录在不同分

解尺度和信噪比（ｓｉｇｎａｌｔｏｎｏｉｓｅｒａｔｉｏ，ＳＮＲ）ＲＳＮＲ下输
出信噪比的变化，如表１～表３所示。

从表１、表２和表３中的数据对比分析得出：对于

　　

Ｆｉｇ３　Ｏｕｔｐｕｔ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ａｎｄｉｎｐｕｔ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ａ—ｔｈｅｏｕｔｐｕｔ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ａｎｄｉｎｐｕｔ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ｏｆｔｈｅｄｂ３ｗａｖｅｂａｓｅ　ｂ—ｔｈｅ
ｏｕｔｐｕｔ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ａｎｄｉｎｐｕｔ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ｏｆｔｈｅｄｂ２ｗａｖｅｂａｓｅ　ｃ—ｔｈｅｏｕｔｐｕｔ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ａｎｄｉｎｐｕｔ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ｏｆｔｈｅｄｂ９ｗａｖｅｂａｓｅ　ｄ—ｔｈｅｏｕｔｐｕｔｗａｖ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ｉｎｐｕｔ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ｏｆｔｈｅｄｂ１０ｗａｖｅｂａｓｅ

Ｔａｂｌｅ１　Ｓｉｇｎａｌｔｏｎｏｉｓｅｒａｔｉｏ（ＲＳＮＲ＝－１０ｄＢ）ａｆｔｅｒ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ｖｅｌｅｔｂａｓ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ｃａｌｅｓ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ｌｅｖｅｌ ２ ３ ４ ５

ｄｂ９ －３．９３６５ －０．７６０３ １．３１５４ １．７２２１

ｄｂ２ －４．０５０７ －１．０５４４ ０．５１０１ ０．９８５８

低信噪比时，同一基函数随着尺度增大去噪结果越好，

且表现在 ｊ为４～５时去噪最好；当有较高信噪比时，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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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ａｂｌｅ２　Ｓｉｇｎａｌｔｏｎｏｉｓｅｒａｔｉｏ（ＲＳＮＲ＝－５ｄＢ）ａｆｔｅｒ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ｖｅｌｅｔｂａｓ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ｃａｌｅｓ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ｌｅｖｅｌ ２ ３ ４ ５

ｄｂ９ １．１６２７ ３．４２５６ ４．３６２０ ２．９２７３

ｄｂ２ ０．７９４５ ２．９７３９ ３．５６００ ２．５２７３

Ｔａｂｌｅ３　Ｓｉｇｎａｌｔｏｎｏｉｓｅｒａｔｉｏ（ＲＳＮＲ ＝１０ｄＢ）ａｆｔｅｒ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ｖｅｌｅｔｂａｓ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ｃａｌｅｓ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ｌｅｖｅｌ ２ ３ ４ ５

ｄｂ９ １５．８９４４ １６．７７１３ ７．４４０１ ３．０６４９

ｄｂ２ １３．６０１１ １４．５３１６ ６．６４４８ ２．９３１８

分解层较低时，去噪结果较好，一般以 ｊ＝３作为小波
分解的层数。针对激光雷达探测信号基于ｄｂ９基函数
去噪效果好于ｄｂ２基函数去噪效果。
２．５．２　不同阈值策略的硬阈值仿真分析　为了考察
在硬阈值下的不同阈值策略的优略，对激光雷达探测

信号进行仿真实验：对激光雷达信号加不同强度的高

斯白噪声形成不同信噪比的激光雷达含噪回波信号，

采用 ｄｂ９小波基进行４层小波分解，应用硬阈值有４
种阈值选取规则的去噪分析。

（１）含噪信号信噪比为 －１０ｄＢ的去噪仿真实验。
图４、图５是信噪比为 －１０ｄＢ的含噪激光雷达回波信
号以及不同阈值处理策略的去噪信号图。表４是不同
　　

Ｆｉｇ４　Ｎｏｉｓｙｓｉｇｎａｌ（ＲＳＮＲ＝－１０ｄＢ）

Ｆｉｇ５　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ｓｉｇｎａｌ（ＲＳＮＲ＝－１０ｄＢ）

Ｔａｂｌｅ４　Ｓｉｇｎａｌｔｏｎｏｉｓｅｒａｔｉｏ（ＲＳＮＲ＝－１０ｄＢ）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ｏｆ

ｄｂ９ｗａｖｅｌｅｔ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ｒｕｌｅ ｒｉｇｒｓｕｒｅ ｓｑｔｗｏｌｏｇ ｈｅｕｒｓｕｒｅ ｍｉｎｉｍａｘｉ

ｏｕｔｐｕｔＳＮＲ －１．７８６７ －１．５１８７ －１．３１７７ －１．７２８９

处理规则的信噪比改善。

（２）含噪信号信噪比为 －５ｄＢ的去噪仿真实验。
图６、图７是信噪比为－５ｄＢ的含噪激光雷达回波信号
以及不同阈值处理策略的去噪信号图。表５是不同处
理规则的信噪比改善。

Ｆｉｇ６　Ｎｏｉｓｙｓｉｇｎａｌ（ＲＳＮＲ＝－５ｄＢ）

Ｆｉｇ７　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ｓｉｇｎａｌ（ＲＳＮＲ＝－５ｄＢ）

Ｔａｂｌｅ５　Ｓｉｇｎａｌｔｏｎｏｉｓｅｒａｔｉｏ（ＲＳＮＲ＝－５ｄＢ）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ｏｆ

ｄｂ９ｗａｖｅｌｅｔ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ｒｕｌｅ ｒｉｇｒｓｕｒｅ ｓｑｔｗｏｌｏｇ ｈｅｕｒｓｕｒｅ ｍｉｎｉｍａｘｉ

ｏｕｔｐｕｔＳＮＲ ３．０７６３ ４．１４１５ ３．８５９２ ３．５８３２

　　（３）含噪信号信噪比为０ｄＢ的去噪仿真实验。图
８和图９是信噪比为０ｄＢ的含噪激光雷达探测回波信
号以及不同阈值处理策略的去噪图。表６是不同处理
规则的信噪比改善。

以上几种不同的阈值选择规则对不同的激光回波

探测信号实现了显著的信噪比改善，如前所述，因

ｍｉｎｉｍａｘｉ规则与ｒｉｇｒｓｕｒｅ规则的阈值选择策略较保守，
　　

Ｆｉｇ８　Ｎｏｉｓｙｓｉｇｎａｌ（ＲＳＮＲ＝０ｄ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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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９　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ｓｉｇｎａｌ（ＲＳＮＲ＝０ｄＢ）

Ｔａｂｌｅ６　Ｓｉｇｎａｌｔｏｎｏｉｓｅｒａｔｉｏ（ＲＳＮＲ＝０ｄＢ）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ｏｆｄｂ９

ｗａｖｅｌｅｔ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ｒｕｌｅ ｒｉｇｒｓｕｒｅ ｓｑｔｗｏｌｏｇ ｈｅｕｒｓｕｒｅ ｍｉｎｉｍａｘｉ

ｏｕｔｐｕｔＳＮＲ ７．３４１１ ８．５７３６ ７．９４２１ ７．６４７３

呈现出在低信噪比下去噪后的探测信号噪声仍有存

留；与之相反，ｓｑｔｗｏｌｏｇ规则和 ｈｅｕｒｓｕｒｅ规则的阈值选
择策略选取较大，造成过去噪，使重构的探测回波信号

具有失真，以致激光探测误差未能及时消除；因此，基

于４种阈值的选择策略执行的激光探测信号去噪效果
还有改进余量，通过构造新的阈值策略或对系数的不

同处理后，达到有效的激光探测信号去噪成为研究的

难点和热点。

３　结　论

通过小波阈值法对激光雷达探测回波信号去噪研

究分析。

（１）对于低信噪比时，同一基函数随着尺度增大
去噪结果越好，且表现在 ｊ为４～５时去噪最好；当有
较高信噪比时，分解层较低时，去噪结果较好，一般以

ｊ＝３作为小波分解的层数。
（２）针对激光雷达探测信号基于 ｄｂ９基函数去噪

效果好于ｄｂ２基函数去噪效果。
（３）不同的阈值选择规则对不同的激光回波探测

信号实现了显著的信噪比改善，ｍｉｎｉｍａｘｉ规则与
ｒｉｇｒｓｕｒｅ规则的阈值选择策略较保守，呈现出在低信噪
比下去噪后的探测信号噪声仍有存留，而 ｓｑｔｗｏｌｏｇ规
则和ｈｅｕｒｓｕｒｅ规则的阈值选择策略选取较大，造成过
去噪，使重构的探测回波信号具有失真，激光探测误差

未能及时消除，还有改进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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