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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年前，作者有幸在国内开始从事紫外探测技术领域的工作，白手起家。
时至今日，军用紫外探测技术及应用已经历了从概念到理论、从理论到实践、从成果到装备等一个较
完整的历程，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工程经验。
恰逢“十一五国防专著”良机，作者再次有幸能把军用紫外探测设计理论和工程实践的所学所研加以
总结提炼，力图构建一个尽可能完整的体系，以与广大的新老同仁共学、共勉。
　　考虑到本书的工程性较强，作者从军事应用需求出发，以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式，尽量多地结合一
些实例和图示来介绍相关的基础和应用技术，以加深对紫外探测基本理论和设计方法的理解。
紫外探测包含内容较广，本书主要集中在近年来研究应用较为活跃的一些军事领域。
由于紫外告警目前应用最成功，研究成果较多，因此成为本书论述的主要内容。
　　全书共分8章，各章内容安排如下：　　绪论。
主要阐述了军用紫外探测的基本概念、定义以及应用状况。
　　第1章“辐射源”。
主要介绍人工辐射源和自然辐射源等紫外目标的辐射特性，这些目标环境特性的测试与应用是军事紫
外探测系统设计、试验和应用的基础，包括目标及背景特性的理论研究、威胁环境数据库设计与应用
技术，尤其是导弹固体推进剂紫外辐射特性等是紫外探测系统的典型对象。
　　第2章“辐射传输及测量”。
紫外辐射传输及测量的技术理论是紫外探测系统设计分析的重要支撑。
主要介绍紫外大气结构、传输特性原理及测量分析技术，包括实测、仿真和理论计算等方法；还对辐
射测量的有关仪器（辐射计、光谱辐射计及成像仪）的原理和应用进行了介绍。
　　第3章“紫外光学”。
介绍紫外光学的基本要素和概念、紫外光学特殊材料及典型光学系统的设计，并对关键元件（滤光片
、窗口、整流罩）进行专门介绍，包括特定波长紫外滤光片的设计及折射／反射式光学系统的设计等
。
紫外探测通过光学系统收集辐射能量，其性能主要反映于会聚能力和光学像质，其设计对军用紫外光
学研究的全面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4章“紫外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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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阐述了军用紫外探测及应用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工程设计开发方法，内容包括紫外辐射源、
辐射的传输及测量、紫外光学系统设计、各类紫外探测器及应用、光子计数和光子成像计数等检测和
处理、典型紫外探测系统的设计实例分析以及系统的测试仿真与试验评估。
　    本书适合军用紫外探测领域工程技术人员和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参考，也可作为光学工程专业研究
生、本科生的辅助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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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军用紫外探测技术大多基于近地大气中“日盲区”和大气层中“紫外窗口”的基础上，其中中紫
外波段由于处在日盲区而具有更独特的应用，可用于紫外告警、紫外预警、紫外通信及紫外成像辅助
导航、侦察等。
利用导弹尾焰在日盲紫外波段的辐射可对其进行告警探测；利用高空大气层在中紫外区背景的均匀、
简单特性，可进行天基紫外预警；利用中紫外辐射易被氧吸收及其在大气中的强烈散射特性可进行紫
外保密通信。
在近紫外区，地面或近地面的飞机等空中目标挡住了大气散射的太阳紫外辐射，因而在均匀的紫外背
景上形成一个“暗点”，可藉此进行探测或制导。
在诸多的军事紫外探测应用中，基于日盲紫外光谱区的导弹告警发展最迅猛、应用最成功。
　　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就已经开始了在紫外波段探测洲际导弹发射的研究工作。
早期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对导弹羽烟紫外辐射的精确测量。
其间，为人们所感兴趣的首要是中紫外区，然后是真空紫外区。
在这些谱区，地球造成的紫外背景辐射很小，信号探测看起来很有希望。
但是，由于难以确定信号强度是否大于地球辐射，再加上紫外辐射特有的非热态，不易建立模型和理
论，紫外探测难以付诸实施，研究工作再一次转向了亮度较高且易建立模型的羽烟红外特征。
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战略防务部门开始重新考虑利用导弹羽烟紫外辐射来探测导弹发射的可行性
。
相关基础研究工作的进展也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支撑。
进展之一是通过地球轨道观测卫星获得了背景紫外辐射的数据，进展之二是紫外传感器技术获得重大
进展，特别是高紫外灵敏度阴极、电荷耦合器件（CCD）和高增益微通道板的研究取得了突破。
目前，美国航空航天局研究的EBCCD紫外成像系统已经应用于探测火箭，此外带有紫外探测阵列
的MX卫星和Clmentine任务卫星也应用于天基预警。
　　军用紫外探测技术从20世纪90年代起进入实质性研究和应用开发，并在多个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被誉为21世纪最具影响力高技术之一的紫外告警技术异军突起，在短短的十几年间，发展成为迄今世
界上型号最多、装备量最大的导弹告警装备，并已逐渐成为一种标准配置而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类高
价值（包括民用）平台上；美国已率先研制出低功率紫外通信系统，并成功地将其应用于空间飞行器
与卫星间、海军舰船间以及舰船与舰载机间的秘密通信。
2000年，美国GTE公司为美国海军研制并装备了紫外通信系统；同年前后，美军空军SR71黑鸟高空侦
察机首次安装了紫外成像侦察设备；此外，紫外制导方面，美国的“毒刺”导弹等采用红外紫外双色
导引，大大增强了抗干扰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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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军用紫外探测技术及应用》为国防特色学术专著·电子科学与技术。
作者从军事应用需求出发，以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式，尽量多地结合一些实例和图示来介绍相关的基础
和应用技术，以加深对紫外探测基本理论和设计方法的理解。
紫外探测包含内容较广，《军用紫外探测技术及应用》主要集中在近年来研究应用较为活跃的一些军
事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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