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网络化水声对抗技术>>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网络化水声对抗技术>>

13位ISBN编号：9787121156755

10位ISBN编号：712115675X

出版时间：2012-3

出版时间：电子工业

作者：董阳泽

页数：19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网络化水声对抗技术>>

内容概要

　　本书就提出的“网络化水声对抗”概念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列举了其中的关键技术，并进行了初
步的研究和实践。
全书共9章，首先概述了网络化水声对抗概念的起因及其技术基础，给出了其概念、体系结构和关键
技术；针对相应的关键技术，开展了相应的研究，主要内容包括水声通信对抗技术、水声网络在鱼雷
防御中的应用、网络化协同对抗技术和水声网络攻击与防御技术：最后描述出了网络化水声对抗发展
的前景。

　　本书可供从事水声工程及水声对抗技术研究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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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信号处理方面已掌握了谱分析、相关、匹配滤波器、多波束形成等多种技术。
随着电子计算机的迅速发展，水声信号处理有下列方面的进展：①数字技术、自适应控制等成功地用
于波束形成，使空间处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多波束接收日益完善并能与环境干扰场自适应匹配。
由单纯的空间处理走向时空最佳处理。
②考虑到水声传输信道的随时间、空间变化的随机特性，造成了在时间和频率上的弥散，致力于解决
与信道匹配接收的问题。
⑨目标识别取得突破性进展，开始走上实用阶段。
④出现了计算机辅助目标检测跟踪和参量估值，并向自动检测方向发展。
　　2.水声工程　　水声工程是指利用声波进行水下探测、定位、导航、识别、通信的工程技术。
它是集物理学、电子技术、信息工程、计算机技术、传感器技术等学科为一体的综合性工程学科，在
国防建设与国民经济建设中具有广泛的应用[11]。
它是以水声学为理论基础的水媒质环境中的应用声学工程，是船舶与海洋工程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
主要是为满足海军水下作战和海洋开发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一门工程技术[12]。
　　水声信号、水声目标和水声信道是水声工程研究设计的三大要素，水声工程师的主要使命就是使
其研究设计的工程设备在上述三者之间获得最佳匹配，取得最佳效果。
水声工程研究离不开海洋环境，离不开水中目标，离不开声波的发生、传输和接收处理[13]。
　　水声工程所构成的主要设备是声纳，即利用声波作为信息载体对水中目标进行探测、定位、识别
、跟踪和实现水下导航、测量和通信的各种设备，此外还包括探鱼、地址勘探和地形地貌测绘等设备
。
这类设备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主动式声纳，也称回声声纳，它由发射器发射具有特定波形的声信
号，声信号在水媒质中传播，遇到目标产生反射回波，接收器接收回波信号并进行处理，提取目标信
息；另一种是被动式声纳，也称噪声声纳，它本身不发射声波，只是接收水中目标所辐射的噪声信号
，并通过处理提取目标信息。
水声探测设备一般由湿端和干端两部分组成。
所谓湿端，是指安置在水下而与水接触的部分，它由水声换能器或由若干水声换能器组成的阵及有关
声学构件组成，统称水下声系统，相当于雷达的天线。
湿端主要完成能量转换、信号发送或接收功能，并与电子设备一起完成空间滤波的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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