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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雷达系统需要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工作，而电波环境是雷达工作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电波环境对雷达系统性能既有抑制作用，又有相辅作用。
雷达系统的设计、研制、生产、试验和作战应用都要了解电波环境数据和实时状态。
　　本书是《雷达技术丛书》的基础分册之一，其技术是为雷达提供设计所需的大量环境数据，它具
有公用性和通用性。
本书共6章，主要介绍雷达工作环境条件及雷达电波在其中的传播规律；并给出各种雷达电波环境的
描述参数、参数估算方法；各波段雷达电波在各种电波环境中的传播现象、这些现象对雷达性能的影
响以及这些影响的描述、估算方法和修正方法。
本书附有大量曲线、图表和数据可供实际设计中使用。
　　本书既可作为从事大气和高空环境、电波传播、雷达技术、雷达信号处理的研究人员、雷达设计
师与雷达部队指挥员和官兵的学习用书，也可作为高等学校电子工程、雷达和通信、大气和高空环境
、电波传播等专业的本科生及研究生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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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焦培南，广东高要人，196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物理系。
曾任中国电波传播研究所副所长、总工程师，现任科技委主任，兼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信息科
学部专家评审组成员，电波环境特性及模化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科技委主任，电波传播分会常务副主
任，《电波科学学报》常务副主编、常务副总编，武汉大学、西安科技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河南省地球物理学会副理事长。
主要研究领域为短波超视距雷达，电离层电波传播和特殊介质中波散射。
先后主持我国第一部脉冲体制和第一部连续波体制天波超视距试验雷达、随机介质电波传播等研究项
目。
在所获的成果中，获国家级科技进步二等奖两项，三等奖一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十一项，发表论
文110多篇。
1991年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被国家人事部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
江西南昌人。
196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物理系，现任中国电波传播研究所研究员。
1991年被评为部级有突出贡献专家，从1992年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ldquo;七五&rdquo;规划以来兼任了3届国防科委目标和传输专业组专家组成员和总装目标及其环境专
业组顾问成员。
多年来一直从事电波传播和电磁散射方面的研究工作，先后主持和参加了核爆炸对无线电通信的影响
、丛林通信、外测和预警系统对流层折射误差修正、导弹喷焰对无线电信号的影响，微波遥感、地下
目标探测、地面和海面散射特性以及SAR图像中军用目标的自动识别等课题的研究。
在所获的成果中，获省、部级成果奖12项，其中全国科技大会奖1项，部级一等奖1项，与他人合作发
表论文4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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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quot;十一五&quot;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雷达环境与电波传播特性》所涉及的内容与
知识为雷达系统提供设计所需的大量电波环境数据，具有公用性和通用性。
本书以电波环境为线索，既反映了电波环境和电波传播学科的发展新动向和新成果，又针对各种雷达
的需求，集中而有效地提供设计所需的大量电波环境数据，形成了适合工程科技人员研究、雷达设计
师使用的新写作体系。
本书并注意到所用数据与当前电波传播和电波环境的国标、军标的衔接。
本书理论阐述力求深入浅出，电波环境数据力求可靠全面、方便实用和本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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