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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作者Mark A.Richards现在是佐治亚理工学院的首席研发工程师和兼职教授，他是专门从事雷
达信号处理的知名学者，同时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科研经历，长期从事关于雷达信号处理、雷达图
像处理和相关学科的研究生教学和专业课程教学。
他曾被聘为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项目经理，IEEE 2001年雷达会议的总主席，以及IEEE图像处理
和IEEE信号处理期刊的副编辑。
　　本书从数字信号处理的角度出发，对雷达信号处理这一基本的课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不仅对雷达信号处理的基础技术进行了详尽的介绍，而且结合当前雷达信号处理的发展，对一些更先
进的课题进行了论述。
本书在国外高校作为研究生教材已使用多年，国内现在引入本书，使众多对雷达信号处理这一课题进
行学习的研究生和从事这一领域工作或者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国际雷达发展动态
和更多的技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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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译自国际著名雷达信号处理专家Mark A. Richards教授编写的教科书。
该书介绍了雷达系统与信号处理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主要内容包括：雷达系统导论、雷达信号模型、
脉冲雷达信号的采样和量化、雷达波形、多普勒处理、检测基础原理、恒虚警率检测、合成孔径雷达
成像技术、波束形成和空-时二维自适应处理导论。
书中包含了大量反映雷达信号处理最新研究成果和当前研究热点的补充内容，提供了大量有助于读者
深入的示例。
该书对基础理论和方法进行了详尽的介绍与深入严谨的论述，是一本雷达信号处理领域中高水平的教
科书。
    本书适合于从事雷达成像、检测、数据处理及相关信号处理的研究生作为教材使用，也是相关专业
研究人员不可多得的一本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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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Mark A.Richards。
博士，佐治亚理工学院（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首席研发工程师和兼职教授。
他具有20余年在学术界、工业界及政府部门从事雷达信号处理和嵌入式计算方面研究的经历。
他曾被聘为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项目经理、IEEE 2001年雷达会议的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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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雷达系统导论　　1.1　雷达的历史和应用　　英文中的“radar”（雷达）一词原本是一
个缩略语（RADAR），表示“radio detection and ranging”（无线电检测与测距）。
而今天，由于它已经成为一项非常广泛实用的技术，“radar”一词也就变成了一个标准的英文名词。
很多人对它的直接体验是它可以用来测量棒球或者汽车的速度。
　　雷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现代电磁理论发展的早期（Swords，1986；Skolink，2001）。
1886年，Heitz证明了无线电波具有反射的特性，并且1900年Tesla在一次访谈中描述了电磁检测和速度
测量的概念。
1903年和1904年，德国工程师Hulsmeyer利用电磁波的反射进行了舰船检测的实验。
1922年Marconi又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广泛宣传，同年，美国海军实验室的Taylor和Young用实验证实雷
达可以对舰船进行检测，1930年该实验室的Hyland首次用雷达检测到了飞机，虽然这是一个偶然的发
现，但它引起了科技人员更深入的研究，最终，于1934年诞生了一项现在称为连续波雷达的美国专利
。
　　雷达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扩散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后期。
在此期间，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意大利和日本都独立开展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
在美国，海军实验室的R.M.Page于1934年开始研发脉冲雷达，1936年首次验证实验成功。
1936年美国军用信号公司也积极开展雷达研究工作，并于1938年研制出第一部实用的雷达系统—
—SCR一268对空火控雷达，1939年研制出SCR-270预警雷达，遗感的是，其在珍珠港的检测结果被忽
视了。
由于受到战争威胁的激励，英国的Watson—Watt于1935年积极地开展雷达的研究，同年完成了脉冲雷
达的验证。
1938年英国建成了著名的ChainHome监视雷达网络，该网络一直工作到二战结束。
在1939年，英国还研制了第一台机载截获雷达。
1940年，美国和英国开始在雷达研究方面交换情报。
截止到此，绝大多数雷达都工作在高频（HF）和甚高频（VHF）频段。
但是，英国研究人员揭示了临界腔体微波功率磁控管的奥秘，而美国在麻省理工学院建立了辐射实验
室，这二者奠定了微波频段雷达成功发展的基础，此后微波雷达成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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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本严谨的著作源自于一位该领域令人尊敬的领导者，它提供了其他文献中所没有的关于雷
达DSP基础及其应用的详细内容。
 对于那些不只想从普通雷达系统的书籍中粗略学习信号处理，还想学到更多关于信号模型、波形、干
扰抑制、探测，以及诸如SAR和SFAP等高级雷达信号处理主题的人而言，本书是非常合适的。
 经过多年研究生和职业教育的完善与检验，这本深入介绍雷达DSP技术的书籍，以现有的先进雷达技
术为基础，全面讨论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并提供了详尽的例子：多域信号获取和采样、目标和干扰
模型、常见雷达波形、干扰抑制技术、检测算法和工具、合成孔径成像和自适应阵列处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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