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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空基预警探测系统》从使用角度出发，首先论述了空基预警探测系统的地位、作用以及发展历程和
规律；其次重点分析了机载预警探测系统、浮空器载预警探测系统和无人机载预警探测系统的特点、
战术技术指标的含义及能力需求，再次，书中论述了空基预警探测系统的综合集成及多种探测传感器
协同工作问题；最后《空基预警探测系统》还对空基预警探测系统的使用方式及策略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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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4.2.2主要战术指标要求 1.工作模式 雷达具有搜索和跟踪两大类基本工作模
式(Modes)，机载预警雷达通常具有以下基本工作模式： 1）对空正常搜索（边扫描边跟踪） 通常监视
空域没有目标指示数据，雷达需要按照自定搜索程序进行自主搜索，在搜索过程中一旦发现目标，即
给出目标存在的标志，并将目标位置参数（距离、方位和仰角等）及录取时间发送至雷达控制计算机
。
计算机确认是真目标还是接收机噪声或外来干扰引起的虚警。
若上级指挥所、友邻雷达或其他传感器提供的目标信息（包括目标类型、进入观察空域的航向、时间
及随时间变化的粗略航迹等）进行搜索，则可能提高发现概率及截获概率。
 机载预警雷达需要搜索的区域较大，因而所需的搜索时间较长，搜索问隔时间相应也较长，故而搜索
数据率较机载火控雷达和地面武器制导雷达偏低。
 对于相控阵雷达，搜索方式可以灵活设计。
例如，初次发现目标后，可以对目标进行验证、确认或跟踪丢失后在较小的搜索区域内进行重新搜索
，即“重照”(Redirect)方式，在原来跟踪预测（外推）位置附近的一个小的搜索区域内进行搜索，以
便重新发现该目标，继续维持对该目标的跟踪。
为此控制计算机通过给波束控制器提供重照命令，可在目标出现的位置上再进行一次或两次探测照射
（“重照”），并以发现目标的距离作为中心，形成一个宽度较窄的“搜索确认”波门，只检测在此
波门中各个距离单元是否有目标回波即可。
 2）对空增程搜索 为提升重点扇区的雷达威力，特别是针对小目标的探测距离，可采用延长波束驻留
时间和增加积累脉冲数等措施。
这一模式降低了雷达的数据率，因此通常限制使用在一定的方位扇区内。
 需要注意，延长波束驻留时间是有限制条件的，即波束驻留期间，目标运动路径不能超过距离分辨单
元的大小（目标跨距离单元），否则传统的相参积累将无法有效积累目标回波能量。
 3）对空全跟踪 实现跟踪的方式主要有边扫描边跟踪(Tracking While Scanning,TWS)和跟踪加扫
描(Tracking and Search,TAS)两种方式。
TWS方式的扫描速度和数据率是固定的，通常情况下可以满足使用要求，但有时无法兼顾搜索与跟踪
的需要。
特别是对于跟踪高速机动目标而言，输出航迹的精度和维持航迹的能力与搜索整个空间所需的时间密
切相关，精度很难保证。
当采用TAS方式时，在搜索指定的空域同时，可以对已经发现的目标按照威胁等级进行跟踪，对威胁
等级较高的目标相应采用较高的数据率，不断地在搜索时序中插入所需的跟踪时间，以提高跟踪的稳
定性和精度。
需要注意的是，跟踪目标过多和跟踪数据率过高都会使雷达系统的计算量和设备量急剧增加，不利于
保证搜索数据率，也不利于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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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空基预警探测系统》系统全面、视角独特、启发性强，书中内容体现了作者对这一重要领域的思考
和研究，站位较高，针对性强，特别是对于一些容易被忽视的技术问题和没有统一认识的战术问题给
出了独到的见解。
《空基预警探测系统》既可供从事空基预警装备研制的工程技术人员、装备使用人员参考，也可供管
理干部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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