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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者从事雷达对抗研究工作已有50年，本专著是作者出版的第三本书。
第一本专著《现代雷达对抗技术》1998年2月由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主要介绍常规脉冲雷达及改进型
或部分增加抗干扰的雷达的干扰技术。
第二本专著《和平时期电子战技术与应用——雷达对抗篇》是2005年1月由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主要
介绍和平时期电子战的表现形式，用大量事实表明电子战不仅在战争时期大量使用，而且在和平时期
也在大量地、隐蔽地使用，世界各国对此高度重视，电子战是“天天在战斗”。
特别应注意的是一些霸权国家，他们提出“先发制人”的策略，在和平时期人们不注意的时候，他们
利用电子设备和其他多种手段把攻击的目标侦察清楚后，进行突然袭击，给对方造成巨大损失或给对
方造成无力反抗的势态。
因此，不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都要随时提高警惕，以防不测。
只要随时做好准备，一些“先发制人”的霸权者就不敢贸然行之，世界的持久和平才能维持，和谐世
界才有可能建立。
第三本专著《新体制雷达对抗导论》，主要是在总结50年雷达对抗工作的基础上，摸索出的一些雷达
对抗规律。
雷达从20世纪30年代用于军事装备以来，已经有70多年的实战应用历史。
雷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没有发生世界大战，但是在每
次的局部战争中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雷达是千里眼，发展到现在已不止是探测到千里之外的目标，而是可观察到的目标更远。
随着电子技术的不断发展，雷达出现了许多种新的体制，例如，常规脉冲雷达中的多种体制、脉冲压
缩雷达、脉冲多普勒雷达、合成孔径雷达、相控阵雷达、捷变频雷达、多发多收等多种新型雷达体制
。
雷达干扰是随着雷达的产生而产生的，随着雷达的发展而发展的。
这就是说在雷达应用的那一天起就产生了雷达对抗，雷达发展了一种新的体制，也就会出现对抗该新
体制雷达的干扰设备。
　　没有干扰不了的雷达，也没有抗不掉的干扰。
从分析各种雷达体制的规律中可以看出，雷达和各种无线电设备有共同的弱点。
　　（1）工作在雷达或无线电设备的接收通带内的各种信号，它不分真假、不分敌我，都能接收到
。
　　（2）不论雷达采用什么样的信号处理方式，只要干／信比达到一定的阈值，在干扰和信号的混
合体中，都无法提取有用信息。
　　（3）无论雷达采用什么样的天线，它在360。
的范围内实际上都有副瓣存在。
　　由于雷达或无线电设备的固有特牲，这3个弱点必然存在，所以，不论什么样体制的雷达都能对
它进行有效的干扰。
但是，如果要实现有效的干扰，还要必须满足下面6项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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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张锡详、肖开奇、顾杰编著的《新体制雷达对抗导论》用大量的文字、理论分析、试验数据、计算
数据和图表，介绍了对新体制雷达的干扰原理、干扰方法、干扰机及被保护目标间的配置距离和干扰
效果。
重点阐述的内容包括：雷达和雷达对抗的发展；对合成孔径雷达的干扰技术；对脉冲压缩雷达的干扰
技术；对脉冲多普勒雷达的干扰技术；一机对多制的干扰技术；对不同体制雷达安装在不同平台上的
有效干扰压制区和干扰暴露区的分析计算；对相控阵雷达的干扰技术；对双（多）基地雷达干扰技术
；雷达干扰机在解决所需要的等效干扰大功率、高接收灵敏度、宽频带和多频段多天线间的收发隔离
宽带天线技术等技术。

本书还介绍了对干扰机主要参数的设计和计算方法及一些参数的实用取值，对干扰机天线的收发隔离
和单一平台安装多频段多天线的综合收发隔离顶层设计，提出了具体的方法和数学模型。

《新体制雷达对抗导论》内容丰富、新颖、实用，概念阐述清楚、理论推导严谨、分析举例切合实际
、结论明确。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电子对抗及相关专业教材，也可作为相关技术人员的培训资料和各级军事指挥员
的参考书。

未经作者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被描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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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雷达的发射机基本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大功率主振源，它产生的微波脉冲功率为兆瓦量级，早期
的雷达多数采用这种发射方式。
另一种是单只或多只小功率连续波振荡源，现在雷达采用的发射机属于这一种。
它的频率比较稳定，寿命长，然后再用脉冲调制，经脉冲功率放大器放大输出。
脉冲源既是发射机的脉冲调制源又是显示器的同步脉冲源，是雷达测距的基准脉冲。
收发开关是雷达能够收发共用一个天线的重要器件，有大功率脉冲信号输入时，它将发射机与天线接
通，在有弱信号输入时，它将天线与接收机接通，使雷达很方便地共用一个天线。
低噪声放大器主要是为了改善接收机的灵敏度，使雷达能够增大探测距离。
一般的雷达接收机主要采用超外差接收体制，它用本振和混频把信号降低为中频，使信号容易放大，
再用检波器提取视频脉冲，经过在显示器上显示，使操纵员很直观地读出目标的坐标位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没有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世界上的局部战争接连不断。
对世界影响比较大的几次局部战争，例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四次中东战争、马岛战争、海湾战
争、伊拉克战争⋯这些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雷达和雷达对抗的发展。
　　目前，雷达已被广泛地用于检测地面、海上、空中、空间和地下目标。
它已成为防空系统及进攻性的导弹和其他作战武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防空方面，它具有监视和武器控制功能，可以对目标进行检测、目标识别、目标跟踪、目标分配到
武器系统、目标跟踪武器控制、引导武器拦截、评估交战的有效性等。
在导弹系统中可用雷达方法进行武器的制导和引爆。
而合成孔径的高分辨力成像雷达，已用于检测战场上的固定目标和运动目标成像侦察。
　　雷达在民用方面也有广泛的应用，如遥感测试，气象观察、行星观察、近程地下探测、为航海运
输指引航道和提供海上浮冰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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