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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无线电监测、无线电测向以及卫星定位与卫星干扰源定位的基本原理、
基本概念、基本技术和基本分析方法，力求充分反映当代无线电监测、无线电测向和卫星定位的新技
术。

　　本书共10章，分为三个部分。
其中，上篇为无线电监测部分(第1～4章)，主要介绍了无线电监测接收体制、无线电监测信号的特征
分析、无线电监测信号的处理与识别，并适度介绍了最新的数字化监测接收机发展情况和超宽带信号
分析方法；中篇为无线电测向部分(第5～8章)，主要围绕测向原理进行展开，涵盖了测向天线、测向
原理和交会定位等内容；下篇为卫星信号定位及卫星干扰源定位部分(第9、10章)，主要阐述了卫星定
位原理及卫星干扰源定位技术。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无线电频谱管理、无线电通信工程、电子丁程、电子对抗等专业的教材，也
可作为从事无线电频谱管理、无线电监测、无线电测向以及卫星定位等方面工作的科技和工程技术人
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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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概述
3.1.1 无线电信号特征的分类
3.1.2 技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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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am信号特征
3.2.2 dsb信号特征
3.2.3 ssb信号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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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识别的内容及方法
4.4.2 无线电信号调制样式的自动识别
4.5 超宽带信号分析
4.5.1 超宽带信号的分类及频谱特性
4.5.2 超宽带信号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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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 无线电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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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无线电测向的基本概念
5.1.1 无线电测向的含义
5.1.2 测向设备的组成与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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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角度计天线的基本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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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均匀直线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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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1 空间谱估计的系统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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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双站交会定位误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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