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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整体框架及具体内容上均对第1版进行了大幅度修改和增新。
主要内容有：雷达概论；监视雷达；跟踪雷达；机载雷达；超视距雷达；合成孔径雷达；弹道导弹防
御雷达；民用雷达；无源雷达；雷达结构、工艺和微电子技术；雷达发射、接收与信号处理技术；雷
达新技术及其发展。
    读者对象：具有中专以上文化程度，从事雷达、军事电子系统工程的科研人员及管理干部；大专院
校相关专业的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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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雷达概论　　1.1　雷达发展　　1.1.1 早期雷达　　雷达作为一种军事装备服务于人类
是20世纪30年代的事，但雷达原理的发现和探讨，还要追溯到19世纪的末期。
　　1864年，麦克斯韦提出了电磁理论，预见到电磁波的存在。
1886年，赫兹进行了用人工方法产生电磁波的实验，通过实践证明了“无线电”的存在，验证了电磁
波的发生、接收和散射。
1903年，德国人威尔斯姆耶（Wilsmoy）探测到了从船上反射回来的电磁波。
到1922年，马可尼（Marconi）主张用短波无线电来探测物体。
他说：“电磁波是能够被导体所反射的，可以在船舶上设置一种装置，向任何所需要的方向发射电磁
波，若碰到导电物体，它就会反射到发射电磁波的船上，由一个与发射机相隔离的接收机接收，以此
表明另一船舶是存在的，并进而可以确定其具体位置。
”这是最早比较完整地描述雷达概念的语句。
　　20世纪30年代，很多国家最先进行的是双基地连续波雷达的研究。
当时，这种雷达的发射机与接收机彼此间分置于相隔较远的距离，当飞机穿越接收机站与发射机站之
间时，接收机站就可检测到由发射机直接传输到接收机的信号和发射信号受目标散射后传输到接收机
的信号二者之间的多普勒差拍，从而发现目标。
这种双基地雷达的效果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所以虽然法国和前苏联的军队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
装备了双基地连续波雷达，但并未使得用无线电波探测目标成为军事上的重要手段。
直到单基地的脉冲雷达开发成功后，才确立了雷达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
　　20世纪30年代中期，很多国家都几乎同时开始而且独立地开发现代形式的脉冲雷达，所以难以确
定其精确的诞生日期，而只能列举一些重要的事例。
　　1934年12月，美国海军研究所（NRL）的H·泰勒、R·佩奇等人，从0.6MHz的脉冲雷达测试中
第1次收到了从飞机反射的回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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