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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19章，主要内容有：军事通信基础，军事通信抗干扰，军事通信的安全与保密，现代短波通信
，军用散射通信，军用卫星通信，数据链，军用移动通信，空中平台通信，通信天线，光通信，多媒
体通信，空军通信，海军通信，军用通信网络，最低限度应急通信，军事通信网的网络管理，军事通
信前沿技术等。
    读者对象：具有中专以上文化程度、从事军事通信设备研制、生产的工程技术人员，部队通信专业
人员、机关领导、参谋和军事院校师生；以及从事民用通信或相关专业的科技人员、管理干部，大专
院校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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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1.1　军事通信的地位与作用　　军事通信是伴随着武装冲突的出现而产生的。
在战争这个历史舞台上，军事通信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道路，日益展示出它是“军队的神经”、“战斗
诸因素的黏合剂”的重要角色。
随着电子技术渗透到各武器系统并广泛地运用于战场的各个领域，军事通信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与作
用越来越突出，成为敌对双方争斗的焦点。
因此，可以断言，军事上没有通信联络，就没有战争的胜利。
　　人们对国防力量的认识随着战争形式的演变而加深和拓宽。
早期，一提到国防实力，人们就会想到多少万军队、多少架飞机、多少艘舰艇、多少辆坦克和多少门
大炮。
以后，多少枚导弹和核弹成为炫耀武力的象征。
然而在高新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这种国防观念已经过时或是不完全了。
当今，通信、雷达、计算机、电子战等电子技术和设施已成为现代化军队中每一个作战单位的基本装
备，一旦这些电子装备不能正常工作，一支现代化军队就失去了战斗力。
在这当中，军事通信不论在保障军事指挥还是在形成体系对抗的战斗力方面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
　　只要有战争就要有军队，就有指挥活动。
战争史上，军队作战指挥已经经历了由统帅自己指挥、统帅和谋士共同指挥、统帅依靠司令部指挥这
样三个时期，目前正在进入人机方式与机机方式结合的自动化指挥时期。
军事指挥系统由指挥员、指挥机关、指挥对象和指挥手段四个要素构成。
通信则是把这四个要素连接起来的纽带和桥梁。
在冷兵器时代，战场范围有限，部队主要是徒步机动，指挥人员可以亲临现场用手势、语言直接指挥
部队；到了热兵器时代，战场范围扩大，参战兵种增多，部队机动性增强，主要依靠有线电和无线电
通信手段指挥作战；高技术信息化时代，部队高度机动，作战样式变化频繁，作战空间十分广阔，战
机稍纵即逝。
只有通过现代化的通信联络，才能了解敌我情况，掌握战争全局，实时准确地指挥部队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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