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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社会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各种通信、广播、电视、雷达、导航、遥测遥控、射电天文等无线
电业务的需求迅速增长，电磁环境越来越复杂，电磁频谱供需矛盾日益尖锐。
电磁频谱资源与水、土地、矿藏等资源一样，是人类共享的有限自然资源，也是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
合理、有效、经济地使用电磁频谱资源，保障各种用频业务的正常开展，维护空中电波秩序，是世界
各国都面临的重要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发展。
因此，为了适应国家和军队对电磁频谱管理（也称无线电管理）实践的需要，强化电磁频谱意识，普
及电磁频谱知识，提高电磁频谱管理与监测水平，我们编著了这本书。
　　本书强调系统性、理论性和工程应用的实践性，全面介绍了频谱管理和频谱监测的基本理论知识
和工程实践知识，详细阐述了频谱管理的内容、过程、方法和手段，以及频谱监测、检测、测量所涉
及的主要参数的测试原理、方法和要求。
　　本书共13章，分为频谱管理和频谱监测两部分。
频谱管理部分共5章（第1～5章），包括电磁频谱管理的基本概念，各波段电磁波的传播特性及场强计
算，国际、国家及军队电磁频谱管理机构，无线电频率的划分、规划、分配、指配与卫星轨道管理，
以及用频台站设备管理。
频谱监测部分共8章（第6～13章），包括频谱监测常用参数的概念及计算，噪声与各种无线电干扰，
无线电监测的基本概念，无线电测向系统的组成及各种测向技术体制，无线电定位原理和卫星定位，
频谱监测中所涉及的主要参数的测量方法和要求，无线电设备（特别是发射机）的参数检测方法和过
程，以及各种调制信号及其频谱特性。
　　本书可作为电磁频谱管理、无线电监测、频谱工程、通信侦查、电子对抗、通信工程及相关专业
或方向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包括工程硕士）的教材，也可作为从事电磁频谱管理与监测相关工
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参考书或案头常备的查询手册。
　　本书由翁木云主持编写，其中第1、2、6、8、9、11章、附录A、习题由翁木云编写，第3～4章、
附录B、附录C由张其星编写，第5、10章由谢绍斌编写，第7章由刘芸江编写，第12章由刘正锋编写，
第13章由计同钟编写。
全书由翁木云统稿。
　　本书由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李明高工担任主审，他在百忙之中审阅了本书的主要内容和提纲，并
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和建议，特此致谢。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空军工程大学电讯工程学院许多领导和同志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是得到了黄国
策、达新宇两位教授的热情帮助和指导，吕庆晋提供了许多宝贵资料，书中还引用了其他作者的一些
内容和研究成果，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电磁频谱管理发展非常迅速，由于编著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错误和失之偏颇之处，敬请读者
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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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频谱管理与监测》是为适应国家和军队对电磁频谱管理（也称无线电管理）实践的需要而编写
的，强调系统性、理论性和工程应用的实践性。
全书共13章，分为频谱管理和频谱监测两部分，全面介绍了频谱管理和频谱监测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工
程实践知识，详细阐述了频谱管理的内容、过程、方法和手段，以及频谱监测、检测、测量所涉及的
主要参数的测试原理、方法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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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社会信息化进程的发展，促进了世界范围内无线电业务需求的迅速增长；反过
来，无线电技术又成为信息产业发展的重要先导技术和推动力量。
各种通信、广播、电视、雷达、导航、遥测、遥控、射电天文等用频业务的应用遍及国防、公共安全
、工业和商业等领域，业务量增长非常迅速。
无线电业务的迅猛发展对频谱资源的需求与日俱增，电磁频谱供需日益紧张和电磁环境日益复杂的矛
盾越来越尖锐，对电磁频谱的管理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也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无线电频率和卫星轨道是人类共享的有限自然资源，它与水、土地、矿藏等资源一样，是关系国民经
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具有稀缺性，归国家所有。
电磁频谱管理又称无线电管理，其主要任务就是合理规划和分配无线电频率资源和卫星轨道资源，科
学管理各类无线电台站，为各类无线电业务的正常开展保驾护航。
做好电磁频谱管理工作，对保障国家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以及推动科学研究，促进社会与经济
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
　　要对电磁频谱进行科学合理的管理，首先必须了解什么是电磁频谱，电磁频谱有哪些特性。
　　1.1　电磁频谱及其特性　　1.1.1　电磁频谱的概念　　由电磁感应原理可知，交变的电场产生磁
场，交变的磁场产生电场，变化的电场和磁场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转化。
以场能的形式存在于空间的电场能和磁场能按一定的周期不断进行转化，形成具有一定能量的电磁场
。
交变的电磁场不仅可存在于电荷、电流或导体的周围，而且能够脱离其产生的波源向远处传播。
这种在空间或媒质中以波动形式传播的交变电磁场，就称为电磁波。
以光的形式传播的称为光波，以射线形式传播的称为粒子射线，它们的传播方式与电磁波相似，是一
类特殊的电磁波。
　　由各种电磁波构成的环境就称为电磁环境，电磁环境是指存在于给定场所的所有电磁现象的总和
。
而一般由自然和人为的电磁辐射产生的密集重叠、繁杂起伏、随机无序的电磁波构成的特定电磁环境
，称为复杂电磁环境。
从军事的角度看，在特定的战场时空范围内，由各种电磁信号密集交错，交战双方激烈的电磁对抗，
各种用频武器装备的自扰互扰，各种民用设备的电磁辐射，构成的电磁环境就称为战场复杂电磁环境
。
战场复杂电磁环境对武器装备效能和部队作战行动都会产生比较严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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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频谱管理与监测》可作为电磁频谱管理、无线电监测、频谱工程、通信侦查、电子对抗、通信
工程及相关专业或方向，的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包括工程硕士）和部队通信院校培训学员的教材
，也可供从事电磁频谱管理与监测相关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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