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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50年代中期，敌我识别雷达技术应用于空中交通管制领域，出现了二次雷达系统，它是空
中交通管制最重大的技术进展。
空中交通管制员可以从雷达屏幕上看到飞机的代码、空间位置、速度、上升下降等参数，并向驾驶员
提供飞机相互之间的相对位置信息，驾驶员能有比较充裕的时间来判断和避免可能发生的相撞，从而
消除潜在的事故。
在二次雷达中引入单脉冲技术和大垂直口径询问机天线后，使二次雷达的性能有了极大提高。
目前，二次雷达已发展为具有S模式能力的第三代，雷达已由监视的工具变为空中交通管制的手段。
　　我国的二次雷达技术和装备水平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雷达管制也在逐步推广过程中，空军司令
部电子对抗雷达部组织有关人员编写《二次雷达原理》，对二次雷达的概念、组成和工作原理、二次
雷达的工作环境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地论述，并兼顾了二次雷达的新技术进展。
《二次雷达原理》的出版，将为我国从事二次雷达教学、科研、生产、使用和维修等各方面人员提供
一本优良的参考书，为推动我国雷达事业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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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二次雷达原理》较全面地介绍了二次雷达的基本原理、系统的组成、实际应用中的主要技术等
。
全书共分11章。
第一章介绍空中交通管制系统的发展及二次雷达在空中交通管制系统中所起的作用。
第二章介绍二次雷达发现飞机、识别飞机、测量其位置参数等原理；介绍询问／应答信号的格式；介
绍系统的组成及典型性能指标。
第三、四章分别介绍地面站的天线、发射／接收系统。
第五章讨论询问／应答信号的多路径传输和各种干扰问题。
第六章介绍经典的滑窗点迹录取方法。
第七章介绍现代的单脉冲点迹录取方法。
第八章分析二次雷达的系统性能，并介绍性能监视设备。
第九章介绍机载应答机。
第十章专门介绍正在推广应用的S模式。
第十一章介绍了空管二次雷达的两个实例。
　　《二次雷达原理》内容全面，论述简明，由浅入深，注重基本理论与实际应用的联系，可作为大
专院校电子工程等有关专业的教科书和技术培训教材，也可作为二次雷达工程技术人员的参孝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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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1.1　民用航空的出现和发展　　民用航空是指除了军事性质(包括国防、警察
和海关)以外的所有航空活动。
从1919年到1939年20年间是民用航空初创并发展的午代，民用航空迅速从欧洲发展到北美，然后普及
到亚、非、拉各洲，并迅速扩展到全球各地，中国也在1920年开始建立了第1条航线。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虽然中断了民航发展的正常进程，但在6年的战争中航空技术取得
了飞跃的发展，特别是战争中飞机的大量使用及战争后期喷气飞机的出现，为日后民航的大发展奠定
了基础。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用航空经历了恢复和大发展的时期。
1947年成立了国际民航组织(ICA0—Intemati。
nal Civil Aviati。
n Organizati。
n)，从此在世界范围内有了统一的民用航空管理和协调机构，各个国家随即陆续建立起相应的民航主
管部门，代表政府参加这一国际组织，民用航空从此变成了有统一规章制度的世界范围的行业，在此
基础上国际航空业务迅速发展起来。
　　从1958年开始，喷气民用飞机进入航运，使民航发展进入到一个“民用喷气时代”。
20世纪70年代之后，民航继续朝着大型化和高速度的方向发展，时至今日，民航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巨
大的国际性行业，对世界经济或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各国的政府和企业都对民
航进行了大量投资，把它作为一个有巨大潜力的行业来开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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