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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防电子信息技术丛书：雷达系统分析与建模》在全面归纳雷达系统原理的基础上，对雷达性
能进行了分析与数学建模。
全书前6章为基础理论部分，包括：雷达距离方程，目标检测理论，目标、杂波和干扰分析，雷达天
线分析，雷达信号波形设计和信号处理，传播特性分析。
第7章和第8章分别介绍了雷达监视、雷达测量与跟踪方法。
最后一章对雷达损耗进行了分析。
《国防电子信息技术丛书：雷达系统分析与建模》覆盖了雷达系统性能分析和数学模型建设，内容系
统、完整。
每章后都附有参考文献、习题、仿真程序及其说明，便于读者进一步学习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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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顿，雷达系统咨询专家，现已从马萨诸塞州ANRO工程有限公司退休。
自1975年起，他一直是Artech
House出版社非常畅销的雷达丛书的编委。
作为IEEE百年奖章、千年奖章和Dennis
J.Picard奖章的获得者，他在全球范围内被普遍认为是雷达技术领域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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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附录1A：关于雷达方程的习题
附录1B：提供的Mathcad工具
附录1C：习题的解
第2章 目标检测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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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 噪声干扰
3.7.2 欺骗干扰
3.7.3 诱饵
参考文献
附录 3A：关于目标和干扰的习题
附录3B：提供的Mathcad工具
附录3C：习题的解
第4章 雷达天线
4.1 四个坐标上的雷达响应
4.1.1 雷达分辨力
4.1.2 可分离角度响应
4.1.3 天线方向图的互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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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锥削式孔径照射
4.2.3 椭圆形孔径和圆形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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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 滤波器副瓣对PD雷达性能的影响
5.4.7 PD雷达中的损耗因子
5.4.8 PD雷达的探测距离
参考文献
附录5A：关于波形和信号处理的习题
附录5B：提供的Mathcad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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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6 电离层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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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6A：关于雷达传播的习题
附录6B：提供的Mathcad工具
附录6C：习题的解
第7章 雷达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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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堆积波束三坐标监视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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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防电子信息技术丛书：雷达系统分析与建模》是ArtechHouse出版社经典著作之一，非常翔实
地介绍了雷达系统的设计和性能评估。
《国防电子信息技术丛书：雷达系统分析与建模》语言简洁，通俗易懂，展示了军／民用雷达系统中
采用的各种雷达技术。
书中共有610多个公式，和260多幅图解，有助于雷达专业人员：客观评估雷达在各种实际条件下的性
能表现，权衡雷达波长与雷达性能之阁的利弊，通晓各种雷达波长固有的优势和劣势，分析对方的雷
达系统并评估新武器系统中的雷达性能，评估有源／无源ECM的效能，遴选侦察或干扰功能所需的软
硬件，设计电子战系统，计算并评估最新雷达技术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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