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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飞行器测控与信息传输技术》包括测控与信息传输两大部分，共分为5章，第1章介绍了测控与
信息传输技术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第2章介绍了飞行器的跟踪测轨技术，主要介绍了连续波雷达的
测速、测距、测角技术以及定位技术；第3章介绍了模拟传输和数字传输技术，除结合测控通信特点
介绍了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外，还介绍了遥测、遥控、遥感技术；第4章介绍了扩频技术在测控通信中
的应用；第5章结合测控通信中无线传输通道中的特殊问题介绍了测控频段的发展，传输中的雨衰和
大气衰减、电波传播对测轨精度的影响、多径传输的影响、极化分集合成等。

　　《飞行器测控与信息传输技术》的特点是全书贯穿测控与信息传输相结合的思想，结合了设备研
制的实践，理论结合实际，以介绍技术理论基础为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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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嘉兴，男，研究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突出贡献者”奖章获得者，总装备部载人航天领域测
控通信专家组成员。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940年出生于重庆市，1951年-1957年就读于重庆广益中学，1957年-1962年在电子科技大学遥控遥测专
业学习，1962年至今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研究所工作，从事测控、通信、雷达、广播电视等
专业的设计、研究工作。
当前的研究方向为飞行器测控通信总体技术。
自工作以来参加过我国“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潜射导弹测控”、“嫦娥探月”等工程的研
制工作。
先后担任过多个航天测控通信系统工程的总设计师或副总设计师，多次获得过国家级、国防科技级、
部省级等科学技术进步奖。
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过论文100多篇，编著出版过专著4本，个人论文集1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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