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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机载雷达是空中武器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技术水平决定了军用飞机的作战性能，对国防具有重
要的战略意义，机载雷达技术在国民经济领域也有很强的应用价值。
    本书重点讨论了机载预警雷达和机载火控雷达的相关技术，全书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讨论机载雷达的基本理论，包括工作体制和原理、信号频谱分析、杂波模型和计算、波形选
择和信号处理。
第二部分讨论机载预警雷达的性能指标要求、主要参数设计，以及脉冲多普勒与相控阵两种体制下的
具体设计问题。
第三部分讨论机载火控雷达的战术技术指标要求、主要工作方式，以及脉冲多普勒与相控阵两种体制
下的具体设计问题。
    本书总结了作者多年来机载雷达研制工作的经验，对于从事机载雷达研究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具有
很高的参考价值。
本书也可以作为高等学校相关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或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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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从事雷达系统的研究与设计工作：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相控阵垸达课题的研究：70年代初
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出色地完成了我国第一部大型相控阵雷达的研制任务，为掌握相控阵雷达
这一尖端技术做出了突出贡献；80年代初担任我国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总设计师，突破了脉冲
多普勒体制的关键技术，成功地主持完成了雷达工程设计，在机载雷达领域取得了重大成果。
先后获得电子工业部科技成果特等奖两次，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一次，并荣获光华基金特等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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