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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第一本通信对抗专业的实用参考书。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现代抗干扰通信技术（主要是直接序列扩谱和跳频扩谱）和抗干扰通信的检测技术
，详细讨论了每一种基本抗干扰信号类型的干扰技术，包括干扰直接序列扩谱信号、干扰快跳频扩谱
信号、干扰慢跳频扩谱信号和干扰直接序列扩谱/跳频扩谱混合信号。
    本书的读者对象是电子战和通信对抗领域的工程师和科技工作者，也可供通信领域的科技工作者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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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Richard A.Poisel博士是美国陆军研究、发展和工程中心情报和信息战实验室（位于新泽西州）的首席
科学家。
他的主要著作有《通信电子战系统导论》(Artech House Publishers 200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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