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

" 修订日期!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
+,&!)(&-*.

作者简介!晏春回
+&//&%.

#男#硕士生#主要从事激光外差探测信号处理方面的研究 $

012345677892:;<3:2=6>1

导师简介!王挺峰
+&/$$?.

#男#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博士#主要从事激光应用与光电系统总体技术方面的研究$

012345@ABC:D;<3:2=6>1

"/",""-?&

激光语音检测系统反正切补偿算法

!"#

&E!

$%&'

#

$()*

#

+, -

#E!

$./0

*

+#= 1234567849:;<=>?@AB C8=>DEFGH2IJKLMNO

PQ R" #*''**S != 12345T4$UV #'''-/S

*= 12WXYZ[\]^_`abcRdeXf`aOPQ Rd #*''''.

摘 要!

gh?ifjC8klmnopOqrstuvwxyz{|}~��������+��

��op�����=��wx��{|}��x4�o�� �1H�����+FGH.�����

�� +IJHK.f¡¢£op¤¥�¦§��¨©�ª«=T¬¦§+®¯¦§.E°¡}±²¦§

³� L´�µ¶·¸¹º»¸¼½¾¿}¤¥�¦§mÀ� ghLM�Á�ÂMÃ�~��Ä���

}ªÅÆ� LMÇ©¢0ÈÉopª«mÊlË� Ì}¤Í¥�+Î´^84ÏÐÑÒÓÔÕOÖ

H�1qr}~��Ä���O×Î *( 1 � ÌØÙÚÛÜkl¦§�

关键词!

~��Ä���S �����S ������ 

中图分类号!

FL!-/

文献标志码!

M !"#

!

&)=*$NNOPKQM!)&$-,=)/),))-

$%&'()*+)' &,-.+)/('0,) (1*,%0'2- ,3 1(/+% /.++&2

4+'+&'0,) /5/'+-

R2: S7T:7T3

&E!

E U2:D F3:DBC:D

&

E V72:D GC9>:D

#

E QW F2>

#E!

E V72> R2:13:D

*

+#= IA2AC XC9 Q2Y>Z2A>Z9 >B Q2<CZ P:ACZ26A3>: @3A7 [2ACZE S72:D67T: P:<A3ATAC >B \]A36<E J3:C [C672:36< 2:^ _79<36<E

S73:C<C M62^C19 >B I63C:6C<E S72:D67T: &*))**E S73:2` !a b:3WCZ<3A9 >B S73:C<C M62^C19 >B I63C:6C<E cC3d3:D &"""-/E S73:2`

*a _3]C43:C S72:D67T: \34 FZ2:<]>ZA2A3>: cZ2:67E _CAZ>S73:2 S> QA^E S72:D67T: &*""""E S73:2.

$6/'%(&'7 F7C 2Z6A2:DC:A ^C1>^T42A3>: 6>1]C:<2A3>: 24D>Z3A71 @3A7 ]2Z21CACZ C<A312A3>: CZZ>Z @2<

]Z>]><C^ A7Z>TD7 2:249e3:D 42<CZ <]CC67 ^CAC6A3>: <9<AC1 3: A7C>Z9E A7C: fT2:A3A2A3WC 12A7C12A3624

B>Z1T42< YCA@CC: A7C A>A24 72Z1>:36 ^3<A>ZA3>: +FGH. 2:^ gC9 ]2Z21CACZ< 2< @C44 2< CZZ>Z< @CZC YT34A T]a

F7C FGH 2:^ <]TZ3>T< BZCC ^9:2136 Z2:DC +IJHK. @CZC 6>:<3^CZC^ 3: A73< ]2]CZE @7367 3:^362AC^ A7C

^C1>^T42A3>: CBBC6A >B 136Z> W3YZ2A3>: <3D:24 2:^ 13:31T1 <3D:24 W24TC ^3<A3:DT3<7C^ BZ>1 2 42ZDC

^3<ATZY2:6C <3D:24 +d2113:D <3D:24.E ZC<]C6A3WC49a F73< <9<AC1 31]4C1C:AC^ :>:!6>:A26AE 4>:D ^3<A2:6C 2:^

73D7 <C:<3A3WC 26>T<A36 136Z> W3YZ2A3>: <3D:24 ^CAC6A3>:a Q2Y>Z2A>Z9 Ch]CZ31C:A< 2:^ <31T42A3>:< @CZC

]ZC<C:AC^ A> WCZ3B9 A7C BC2<3Y343A9 >B A7C 2Z6A2:DC:A ^C1>^T42A3>: 6>1]C:<2A3>: 24D>Z3A71a KC<T4A< 344T<AZ2AC

A72A A73< <9<AC1 62: ^CAC6A A7C 136Z> W3YZ2A3>: 62T<C^ Y9 <>T:^ @2WC 2:^ ZC6>WCZ W>36C <3D:24 BZ>1 ZC6C3WC^

<3D:24 @3A73: *( 1CACZ< T<3:D A7C 6>1]C:<2A3>: 24D>Z3A71 Y2<C^ >: >]A3624 72Z^@2ZC ]42AB>Z1 6TZZC:A49a

8+5 9,%4/7 2Z6A2:DC:A 6>1]C:<2A3>: 24D>Z3A71` FGH` IJHK

第
-,

卷第
/

期 红外与激光工程 !)&$

年
/

月

i>4a-, L>a/ P:BZ2ZC^ 2:^ Q2<CZ 0:D3:CCZ3:D IC]a !)&$



红外与激光工程

第
!

期
"""#$%&'#()

第
*+

卷

,!-+--./0

!

引 言

激光多普勒语音检测技术源于传统的激光多普

勒测振技术!激光外差干涉技术因具有测量速度快"

非接触测量" 精度高等优点广泛用于微弱振动信号

的检测#所以激光语音检测以外差干涉法为主!外差

干涉法通过载波调制实现频谱搬移# 从而将待测信

号与低频环境扰动
1

小于
2,, 345

隔离 #最后采用相

位生成载波技术
16785

进行信号检测!

相位产生载波
9678:

是光纤传感技术中一种非

常流行的技术# 具有解调简单" 对硬件要求小的特

点!

678

主要包括微分交叉相乘
1;8<:

"反正切和微

分自相乘
1;=<

算法 >?/.@

#微分交叉相乘和微分自相

乘算法由于存在微分运算对高频噪声非常敏感 #对

信号的纯净度要求很高 #参考文献
>A@

中应用微分

交叉相乘算法对干涉信号进行解调# 已经实现
2, B

人声激励目标物振动信号的语音恢复$ 反正切算法

过程简单"动态范围大"耗时较低#但解调精度还有

待提高!

文中提出一种反正切补偿算法# 并进行归一化

处理#在保证精度的前提下提高了解调距离#通过仿

真结果验证了所提出补偿算法的有效性! 在此基础

上进行了实验验证# 实验中采用单张白纸作为振动

目标#利用人声对目标物进行激励 #可实现
CA B

语

音恢复# 然后对激光多普勒语音检测系统的总谐波

失真
9D3;:

和无杂散动态范围
9=E;F5

进行了定量分

析#进一步验证了补偿算法的可行性!

"

理论基础

激光多普勒语音检测技术中常采用外差干涉方

法# 该方法一般情况下将激光经过分束器之后变为

两路% 信号光和本振光! 信号光到达目标物后被反

射#并发生多普勒频移#多普勒信号携带目标物振动

信息$ 本振光经过分束器后与信号光同时进入光电

探测器并形成干涉信号# 该信号经过光电探测器转

化后的电信号形式为 >+@

%

!9"5G#H$(IJ>%(IJ9!

%

"5H"

&

@G#H'(I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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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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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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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

)

(

2)

9%5(IJ92)!

%

"5L/

'J$)"

&

K

!

)G?

!

29/?5

)

(

2)H?

9%5(IJ>92)H?5!

%

"5@L 9?5

式中%

#

为干涉信号的直流项$

'

为干涉信号的交流

幅值$

%

为相位载波的调制度$

!

%

为载波角频率 $

"

&

为目标物振动以及环境扰动引起的相位抖动 $

(

*

9%5

是以
%

为变量"

*

为阶数的第一类贝塞尔函数!

678

检波过程为干涉信号分别与一倍频载波和

二倍频载波相乘# 经过低通滤波器滤除高频载波信

号#然后对干涉信号进行解调!本地乘法单元产生载

波信号为%

+

?

9"5G(IJ9!

%

"5

+

2

9"5G(IJ92!

%

"

"

5

925

两路载波信号分别与干涉信号相乘# 经过低通

滤波器后得到两路正交信号
,

?

"

,

2

#

,

?

G>!9"5"+

?

9"5@M-

N6E

1":G/'(

?

1%:J$)"

&

,

2

G>!1":"+

2

1":@M-

N6E

1":G/'(

2

1%:(IJ"

&

"

1C:

式中 %

,

?

"

,

2

代表两路正交信号 $

M

代表卷积运算 $

-

N6E

1":

为低通滤波器的冲激响应函数!

根据前人的研究结果#当调制深度
%

约为
2O+C

>?@

时#

(

?

1%:

与
(

2

1%:

相等 #则两路正交信号相除再经过

反正切运算即可解调出目标物振动的相位信息!

然而实际中激光多普勒语音检测系统由于声光

移频器的频率漂移和环境噪声的影响# 采集到的干

涉信号与本地载波总会存在一定误差# 影响解调输

出信号的精度#实际的光电探测器输出信号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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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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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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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1.:

式中 %

$

为采集到的干涉信号相对本地载波的相位

延迟$

$

/

为干涉信号
/

次谐波分量相对本地载波的

相位延迟!

如果没有对载波信号进行相位补偿# 则检波后

得到的信号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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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这就要求对载波信号的进行相位补偿# 分别测出

干涉信号与载波信号一倍频和二倍频的相位延迟#则

可以直接对本地载波进行相应的相位延迟#形式为%

+

?

1":G(IJ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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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G(IJ12!

%

"/$

2

"

:

1+:

经过补偿后的检波结果依然如公式
1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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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激光语音检测系统的调制深度
!

总会因

两路干涉信号幅度不同而变化! 实验中正交解调芯

片
123450

输出的两路
"

"

#

信号经过电压增益控制

6789:

电路使得输出信号幅值相同 !但是由于芯片

精度和外部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两路信号总会存在一

定的偏差
!$

! 这就要求后期处理时对其进行补偿!

补偿前信号形式如下#

%

5&

;$(<="

5

!=$)6#

'

:

%

3&

;$(<="

3

!(<=6#

'

!

:

64:

上述提到的
"

5

"

"

3

"

$

三个参数的精度对解调效

果影响很大!实际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误差!设测量结

果如下#

$

"

;$>!$ $

#

;$

!"

5

;"

5

>!$

"

!

%"

3

;"

3

>!&

"

"

!

6?:

式中#

$

"

"

$

#

"

%"

5

"

%"

3

为实际测量结果$

$

"

"

5

"

"

3

为理

论真值$

%$

"

%&

"

!

"

%&

"

"

为测量误差% 将测量值代替真

值带入公式
64:

中!得到反正切补偿模型为#

@')#;

$>%$

$

!

(<=%&

"

!

(<=%&

"

"

!@')#

'

6!:

式中#

#

为反正切补偿模型解调的结果!即在参数测

量误差下的解调输出值%

为得到解调输出与参数误差的直接关系! 现定

义误差增益因子
&

如下#

&;

$>%$

$

!

(<=%&

"

!

(<=%&

"

"

/5 65-:

将误差增益因子
&

代入公式
6!:

!可得#

@')#;65>&:@')#

'

655:

整理可得#

#/#

'

;'%(@')

&@')#

'

5>65>&:@')

3

#

'

" #

653:

将
(6&:

在
&;-

处进行泰勒级数展开!其中

(6&:;(6-:>("6-:&>

5

3

(6-:#&

3

>)6&

3

: 650:

将公式
653:

展开可得#

#$#

'

>

5

3

=$)3#

'

&

&>

/

5

.

=$)3#

'

>

5

?

=$).#

'

% &

&

&

3

65.:

通过泰勒级数展开得到反正切解调输出与误差

增益因子关联性的方法有如下优点#

65:

可以将误差增益因子
&

视为变量!对输入信

号
#

'

不作任何限制$

63:

可以通过泰勒级数展开的项数来控制解调

输出信号的误差精度%

此外可以通过误差增益因子定义公式
65-:

得到

两路干涉信号的偏差和载波相位延迟参数误差的直

接关系!分别为#

&A(<=%&

"

!

;(<=%&

"

"

;

%$

$

65B:

&A%$;,;

(<=%&

"

!

(<=%&

"

"

/5$

5

3

66%&

"

"

:

3

/6%&

"

!

:

3

: 65+:

从公式
65B:

中可以看出#干涉信号幅值
$

越大!

误差增益因子越小!即反正切解调输出精度越高$从

公式
65+:

可以看出 #两路载波信号相位延迟误差平

方差越大!误差增益因子越大!即反正切解调输出精

度越低%

!

参数误差对解调失真指标的影响

文中用
CDE

定量衡量参数误差对解调输出的

影响%

CDE

指的是输入单一频率的正弦信号!高次

谐波总功率有效值与基波信号功率有效值之比的平

方根% 现定义总谐波失真
CDE

如下#

CDE6F:;

*

+;3

'

,

3

+

,

3

5

(

654:

式中#

,

5

表示基波信号的电压值$

,

+

表示
+

次谐波的

电压值$

*

表示前
*

次谐波%

CDE

越小!解调输出的

非线性失真越小%

对应用反正切补偿模型的系统输入单频信号 !

分析解调系统输出的频率成分以及定量描述输出的

幅值变化% 设输入信号形式为#

#

'

;#

,

>-(<=6'

'

.: 65?:

式中#

#

,

为激光语音检测系统的初相位$

-

为输入信

号的幅值$

(

'

为输入信号的角频率%

将公式
65?:

代入公式
65.:

中!可得#

#;#

,

>

5

3

=$)63#

,

:/

,

63-:&/

5

.

=$)63#

,

:/

,

63-:&

3

>

5

?

=$)6.#

'

:/

,

6.-:&

3

>G->(<=63#

,

:/

5

63-:&/

5

3

(<=63#

,

:/

5

63-:&

3

>

5

.

(<=6.#

,

:/

5

6.-:&

3

H

(<=6(

'

.:>

$

0 ; 5

'

6/5:

0

G=$)63#

,

:/

30

63-:

&/

5

3

&

% &

3

>

5

.

=$)6.#

,

:/

30

6.-:&

3

H(<=30(

'

.>

$

0 ; 5

'

6/5:

0

G(<=63#

,

:/

30>5

63-:

&/

5

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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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7.85"3,4#

$

% /,!4

由公式
/,!4

可看出 !反正切补偿模型解调输出

由于误差增益因子
!

的存在使得直流及基频信号出

现了偏差!且出现了高次谐波"

由公式
/,!4

可得#

9:;/<1!

=$3%38%>$4(7./-!

?

4@

$

"

5

5#

5

"

/5?4

其中
$A

!

" A B

#

!

5

5"

/5#4

!

%A

!

" A ,

#

!

5

5"3,

/5#4

%

由公式
/5?4

可知解调输出的总谐波失真不仅与

输入信号的幅度和参数误差有关! 而且和输入信号

的初相位有关"

9:;

的范围如下#

C$)/$

!

%4"

5

#

5

"

$9:;$

C'D/$

!

%4"

5

#

5

"

/5,4

首先对
9:;

与输入信号的幅值&初相位以及参

数误差的大小的关系进行仿真验证"

仿真条件#

&A?EF

! 图
,

中对总谐波失真
9:;

C'D

取对数!三条曲线分别为
&&A?E?,

&

?E?5

&

?E?G

"

图
, 9:;

C'D

与输入信号幅值
#

的关系

H$IE, JK&'L$7). 7M 9:;

C'D

')N #

在图
2

对数坐标系下!

&&

!

&"

'

!

A2&"

'

"

! 输入信

号幅值
#

分别为
?E?,

&

?E,

&

,E+

"

图
2 9:;

C'D

与相位延迟
&"

'

的关系

H$IE2 JK&'L$7). 7M 9:;

C'D

')N &"

'

观察图
,

和图
2

可见! 输入信号幅值
#

在
?E?,O

,E+ %'N

之间时!

9:;

C'D

与
#

在对数坐标系中呈正比!

在
,E+O,? %'N

之间时表现出微小波动并趋于稳定'载

波相位延迟
&"

'

"

在
?E?,O, %'N

区间时! 对数坐标系下

总谐波失真
9:;

C'D

与载波相位延迟
&"

'

"

成正比"

对总谐波失真与输入信号幅值
#

和相位延迟

&"

'

的关系进行仿真验证" 假设目标物按正弦波振

动!仿真参数如下#

!

$

A#.$)82('%1

!

(A2?

!

)AF

!

*A2E+P

!

#AF )C

!

'AF?? :Q

"

载波频率
'

?

A?ER S:Q

!采样频率
'

$

A2 S:Q

!采样

间隔
%A,T'

$

" 将两路干涉信号幅值进行归一化比较!

发现正交性较好!如图
P

所示" 反正切补偿算法解调

结果如图
-

所示"

图
P

两路干涉信号

H$IEP 9"7 $)LK%MK%K)(K .$I)'&.

图
-

解调输出结果

H$IE- JK.U&L 7M NKC7NU&'L$7) 7ULVUL

观察解调输出曲线可知! 反正切补偿解调算法

仿真效果比较理想"

!

实 验

!"#

系统对单频信号的响应

按图
F

搭建光学实验平台 =W>,?@

!采用信号发生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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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

56

70

891 -:-.;<

=>1?

@AB

;!CD

;-

-#7D<

;E#07

;0 D-

-#;0< -#.;<

;.#0E ;7#0-

D0

-#0F<

7FCF!

.- .0

7C-E< 7C.F<

7+CF. 70C0E

生成单频信号!并通过扬声器输出声音信号!光电探

测器接收回波信号" 根据
GHI

解调原理可知!要求

硬件电路的本地乘法单元产生一倍频和二倍频载波

信号"激光器经过分束器产生两路信号!一路经声光

调制器形成信号光! 另一路经发射系统打到目标物

上并按原路返回形成信号光 J77K7;L

" 信号光和参考光

同时进入光电探测器!利用
?>;E7D

芯片构成的正交

解调电路对干涉信号进行解调" 应用
7;

位
M1I

对

正交解调电路输出信号进行采样!在
NM8OMB

环境

下应用反正切补偿算法对两路解调信号进行恢复"

图
0

系统结构

>$PC0 =3%Q(3Q%4 RS 3T4 2U2346

扬声器放在激光器正前方
D0 6

处!观察激光语

音检测系统的频率响应 !并按公式
VWEX

计算其
891

大小!结果如图
+

所示"

图
+

单频信号的总谐波失真

>$PC+ 891 RS 2$)P&4 S%4YQ4)(U 2$P)'&

用
=>1?

表征解调系统的好坏!

=>1?

指的是信

号的均方根值与最差杂散信号
Z

无论它位于频谱中

何处
X

的均方根值之比" 文中规定
=>1?

相对于实际

信号幅度
ZABX

!定义
=>1?

如下#

=>1?[7-\&RP

!

"

6']

Z;;X

式中#

!

表示输入信号电压值的均方根$

"

6']

表示最大

噪声成分或最大失真成分的电压值" 图
E

表示输入单

频信号时激光语音侦听系统的无杂散动态范围"

图
E

单频信号的无杂散动态范围

>$P#E =>1? RS 2$)P&4 S%4YQ4)(U 2$P)'&

综合图
+

%图
E

和表
7

可知#系统对
D--^D --- 9_

频率范围内的音频振动信号均可响应"对
D--^7 0-- 9_

范围内的单频振动信号解调效果良好! 总谐波失真

891

均在
0`

以下$对
70--^D --- 9_

范围内的单频

振动信号解调效果较好!总谐波失真
891

绝大部分

在
7-<

以下$ 无杂散动态范围
=>1?

绝大部分大于

7- AB

!低频范围内可达
;- AB

以上"表
7

显示了不同

距离下
891

和
=>1?

的大小
Za0-- 9_X

!随着距离的

增加!

891

越大而
=>1?

越小"

表
!

不同距离的总谐波失真和无杂散动态范围

"#$%! "&' #() *+', -. )/..010(2 )/32#(40

实验中通过
>GHM

控制
7; b$32 M1I

时序以
-:7 N9_

采样率采集干涉信号! 一共采集
D--^D --- 9_

频率

范围内的
;F

组实验数据 ! 每组采
7- 2

数据 " 其中

0-- 9_

单频正弦信号应用补偿算法前解调输出结果

如图
F

所示!应用补偿算法后输出结果如图
!

所示"

经过长时间的% 不同振动频率的单频微振动信

号解调效果观测!实验表明#反正切补偿算法对单频

信号幅值补偿解调效果良好! 以下将利用该补偿算

法对语音频段的振动信号进行解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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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3

45

67

83') 1(9%31

9: 8;<

.=+7

>%9?9%2$9) 9:

@ 1(9%31 9%

59%3

6,,A

B,

.C.-

!7A

B7 @-

.CB- @C!7

D7A D-A

@7

@C+7

E-A

.- .7

BCD7 BCB-

7-A 67A

F%'G3 <(9%31 9: 8;< HI12953% 1'2$1:'(2$9)

JK(3&&3)2 7C-

L3%M (&3'% &$123)$)NO )9 13)13 9:

G$129%2$9)O )9 G3&'M

F99G .C-

H&3'% &$123)$)NO 15'&& G3&'MO ' &$22&3

9: )9$1M

83G$I5 @C-

H')!2 &$123) (&3'%O &'%N3 G3&'MO

1?33(P G$129%2$9)

Q):3%$9% BC-

H')!2 &$123) (&3'%O 5I(P 9: )9$1MO

13%$9I1 G$129%2$9)

R'G 6C-

H')!2 &$123) (&3'%&M 9% 1$&3)(3O

&'%N3 )9$1M

图
D

补偿前输出信号

S$NCD ;I2?I2 1$N)'& T3:9%3 (95?3)1'2$9)

图
!

补偿后输出信号

S$NC! ;I2?I2 1$N)'& ':23% (95?3)1'2$9)

!"#

系统对音频信号的响应

为验证激光语音侦听系统反正切补偿算法对复

杂频率的解调效果!采用搭建好的光学实验平台!利

用人声
U

女高音
V

驱动单张
W.

白纸振动!激光直接打

在白纸上" 实验中依旧通过
S>FW

控制
XB T$21W0H

时序以
,C6 8YZ

采样率采集不同距离的多组两路干

涉信号!然后对硬件平台采集到的数据在
8W[\WR

环境下利用反正切补偿算法进行语音恢复"

恢复之后的语音信号频谱如图
X,

所示"

图
X,

原始语音信号的频谱图

S$NCX, S%3]I3)(M 1?3(2%I5 9: 9%$N$)'& '(9I12$( 1$N)'&

语音清晰度与人的主观意见直接相关! 且不能

用信噪比表示
U

实际应用中很难获得纯净语音信

号
V

!文中采用国际常见的语音质量评价标准#$$平

均意见得分
U8;<V

% 它是一种主观测试方法!将用户

接听和感知语音质量的行为进行调研和量化" 主观

评价方法的优点是符合人类听话时对语音质量的感

觉!目前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见表
B

"

表
$ %&'

分值对照表

()*+$ %&' ,-./)012-3 4)*56

实验中找出
B,

名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试听人

员! 对激光语音侦听系统使用反正切补偿算法前后

解调出的语音分别打分" 得分情况如表
@

所示"

表
!

不同距离下语音的平均意见得分

()*"! %&' -7 2/66,8 9148 :17760634 :124)3,6

由以上结果可知'激光语音侦听系统在
@7 5

时

解调效果比较理想 !当距离大于
@7 5

时 !解调恢复

的语音信号若没有先验知识!分辨较为困难"基于反

正切补偿算法的激光语音侦听系统在
@7 5

范围内

可以很好地恢复人声引起的微振动信号"

;

结 论

理论分析了参数误差对激光语音侦听系统解调

失真指标的影响! 并建立了基于参数误差的反正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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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算法模型! 仿真结果验证了反正切补偿算法的

可行性与优越性" 总谐波失真
123

在相位延迟
!"

#

一定时会随着输入信号幅值的变大而趋于某个稳定

值# 在输入信号幅值一定时对数坐标系下与相位延

迟
!"

#

成线性正相关" 实验结果进一步表明$基于反

正切补偿算法的激光语音侦听系统对音频范围内微

振动信号响应良好! 在保证解调精度的同时有效地

提高了微振动信号检测距离 !

45 6

范围内解调输出

的语音清晰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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