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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期的几次局部战争证明，以电子战为主要形式的信息化战争逐步成为战争的主导形态。
在以信息为核心，以网络为平台的高技术信息化战争中，信息、信息系统、信息化平台逐步成为战场
上的主战装备，能否对战场态势信息进行实时感知与有效应用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
雷达作为迄今为止最有效、最可靠的远程无线电探测装备，在作战应用的需求牵引下，在微电子技术
、汁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和信号处理技术推动下，获得了迅猛发展，成为现代及未来信息化战场电子
战领域的骨干装备。
本书正是基于现代雷达的技术特点及作战应用需求，对雷达的检测、测量、信号处理、数据处理、反
侦察与抗干扰等技术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介绍。
　　全书共分8章。
第1章为绪论，对雷达发展历程、分类、系统组成、主要战术技术性能和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简要
介绍；第2章为雷达电波传播，主要对雷达电波的传播环境，以及各种大气环境对雷达检测与测量的
影响进行了分析和介绍；第3章为检测统计基础，对雷达系统的噪声统计特性、点目标回波信号的统
计特性、面目标回波信号的统计特性以及雷达检测理论进行了分析和介绍；第4章为测量技术，对雷
达的距离测量原理、角度测量原理、高度测量原理、速度测量原理、RCS测量原理、一维／_二维／三
维像的测量原理进行了分析和介绍；第5章为信号处理技术，对现代雷达信号处理中的正交相位检波
、脉冲压缩处理、动／静杂波抑制、相参积累、阵列信号处理、自适应旁辦对消与旁辦匿影、恒虚警
检测、高分辨距离成像处理和二维成像处理的原理、技术进行了分析和介绍；第6章为数据处理技术
，把雷达的数据处理技术分为补偿型数据处理和识别型数据处理，并分别对各种数据处理技术与处理
中的坐标系选择及转换进行了介绍；第7章为反侦察与抗干扰技术，主要包括雷达反侦察技术、抗干
扰技术、组网技术等；第8章为抗反辐射攻击技术，在分析介绍反辐射武器及反辐射攻击原理的基础
上，重点对雷达有源诱偏的原理与技术进行了分析和介绍。
　　本书属于电子信息装备及应用领域的著作，是作者多年理论研究和工程实践的总结，内容及编排
新颖，系统性强，对现代雷达及雷达电子战装备的研制与应用均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具有较高的学
术水平和应用参考价值。
　　在本书编写的过程中，参考借鉴了多名专家学者的著作和科技文献，汲取了先进的学术观点，这
些成果为本书的编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另外，还要感谢王仁春、刘亚生、王志清、张磊、俞静一、周颖等同志对编写工作的大力支持，黄默
、冯锦、宋胜利、郭雷、刘磊、吴新、石长安、朱少广、何芳、徐阳、邢晖、谭志强、郑腾等为本书
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和信息，黄默高工、赵玉奎高工对全书进行了校对，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受作者水平限制，书中可能存在不少的缺点和错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2011年2月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雷达测量与应用>>

内容概要

《雷达测量与应用》是作者杨英科等在多年雷达技术领域工作中积累经验的基础上整理加工而完成的
。
根据雷达技术发展及雷达作战应用需求，系统阐述了雷达的技术发展历程和发展趋势、电波环境影响
、检测原理、测量原理、信号处理原理、数据处理原理、反侦察与抗干扰技术、有源诱偏原理与技术
等内容。

《雷达测量与应用》可作为雷达及雷达电子战专业高等院校学生选修及研究生教材，也可作为从事雷
达及雷达电子战技术开发与应用的工程技术人员、科研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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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1.2 雷达的出现与发展20世纪初期，德国工程师威尔斯姆耶（Wilsmoy）研制开发了
一种包括发射机和接收机的“无线电测量设备”，并用此设备探测到了海上船体反射回来的电磁波，
这可能是最早的雷达雏形。
1922年，意大利工程师马可尼（Marconi）在美国无线电工程师协会上发表了关于利用电磁波进行海上
导航的论文，并给出了最初的关于雷达概念的描述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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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进而可以确定其位置。
”1924年，美国物理学家布莱特和图夫通过测量无线电脉冲信号的往返时间对电离层的高度进行了测
量。
这对马可尼的雷达概念及后来的雷达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和推动。
到20世纪30年代，在政府部门及军方的大力支持下，英、美、德、法等国都加大投入，成功开展了无
线电波探测物体的试验。
这期间，英国的雷达研究成果最为丰硕，其中物理学家沃森一瓦特（Watson-Watt）的研究成果无疑是
最具里程碑意义的：首先沃森一瓦特采用布朗阴极射线管观察到了无线电信号，并以电光转换的方式
确定了信号的传播时间；随后到1935年，沃森一瓦特又设计研制成功了第一部可用来探测飞机的实用
雷达：“本土链”对空警戒雷达，该雷达后来部署在英国泰晤士河口附近，其工作频率为22MHz
一28MHz，对飞机的探测距离可达250kin；1938年，沃森一瓦特还为英国建造了世界上最早的防空雷
达网，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抗击德国对英国的大规模空袭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此之外，1938年，英国还研制出最早的机载对海搜索雷达ASV：MarkⅡ。
同年，美国海军研制出最早的舰载警戒雷达：XAF，安装在“纽约”号战列舰上，对飞机的探测距离
为137km，对舰艇的探测距离大于20kin。
在此期间，苏联、德国、日本等国也各自研制出本国的雷达用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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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雷达测量与应用》是由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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