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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对美国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总体情况、弹道导弹突防原理和面临的新威胁、现代雷达原理进
行介绍和分析的基础上，讨论了弹道导弹突防中电子对抗的基本原理，着重论述了两种电子对抗技术
——有源电子对抗技术和无源电子对抗技术。
《导弹突防中的电子对抗技术》力求讲清楚弹道导弹突防中电子对抗技术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基本公
式和基本结论，让读者对弹道导弹突防中的电子对抗技术有总体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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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使用诱饵对付大气层外的防御是特别具有迷惑力的战略，太空环境不存在大气阻力，
较轻的物体可以与弹头的运行轨道相同.这意味着可以以很轻质量的代价部署大量的诱饵或假目标，使
防御系统传感器无法将真弹头从中识别出来，最终不得不浪费（或耗尽）有限的拦截器资源对真假目
标同时拦截，大大降低了防御系统的有效性。
之所以称其为诱饵系统，是因为诱饵的多样化，它可以是与真弹头相似的模型诱饵，也可以是特征多
样（各异）诱饵，或是反模拟诱饵（如包络球），或是红外特征诱饵，或是电子诱饵，或是诱饵云。
实际的使用将是以上各类诱饵的组合或复合，完成雷达、红外和可见光的反导突防，诱饵的可轻质化
设计为其应用奠定了技术基础。
拦截导弹上的EKV采用红外导引头。
因此，突防导弹进入防御区上空后，可利用弹上红外干扰和再入诱饵装置释放红外干扰弹。
红外干扰弹燃烧时，产生与突防弹头一致的红外辐射信号。
若拦截导弹的EKV采用毫米波导引头，则可利用有源干扰装置对其进行欺骗性干扰，增加拦截的脱靶
量或引偏拦截导弹。
据介绍，目前EKV上红外传感器只能在撞击发生前约100s探测到来袭导弹的红外辐射，且识别真假弹
头的能力相当有限。
这是美国导弹防御系统面临的最大难题。
另外可在弹头上安装干扰欺骗装置，释放噪声干扰机。
它能发射功率强大的干扰信号，其调制的起伏干扰波形，可有效抑制预警探测雷达获取突防导弹的距
离参数，增大雷达跟踪目标的角度误差，使雷达无法发现其他子弹头，从而干扰拦截导弹的攻击行动
。
为对抗探测雷达的频率捷变或脉间变频技术，可在噪声干扰机中采用快速测频与瞄频技术，以快制快
地释放噪声干扰。
噪声干扰机既可使突防弹头不被雷达探测，又能使雷达在噪声干扰的背景下难以识别目标，增加了假
目标的欺骗性。
此外，还可在拦截范围外释放发动机推进剂储箱的碎片，在进入防御区上空后分批释放金属箔条、表
面涂有薄膜的高空气球，以及涂有铝、银等金属层的玻璃纤维和尼龙纤维等战术诱饵，与真弹头一起
再人大气层，形成饱和进攻的态势。
弹头再人大气层后，其飞行弹道服从一定的规律，预警雷达只要在惯性自由飞行段测算出几个坐标点
，便可预警和预测突防弹头的落点。
突防的隐身弹头只能推迟预警雷达发现的时间，而不能使雷达始终致盲。
因此，要增加雷达系统的识别难度，扩大拦截误差，必须使战术诱饵达到足够的数量。
足够多的战术诱饵伴随突防弹头再人大气层，将会大大分散拦截系统的火力，而噪声干扰机则置于突
防弹头和战术诱饵之后，并拉开一定空域，保护突防弹头再人并命中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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