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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机载雷达是作战飞机探测目标参数的重要传感器，战争的需要推动了雷达理论和技术的快速发展
。
世界上第一部雷达是一种米波雷达，能探测空中飞机；世界上第一部机载预警雷达是一部200MHz的
雷达，用来监视入侵飞机；1940年英国人又首先制造出了能产生3000MHz、1kW功率的磁控管，雷达
进入了微波时代。
早期的机载雷达一般采用脉冲体制，没有下视能力，也限制了飞机作战效能的发挥。
　　20世纪50～60年代雷达理论有了重大发展，提出了单脉冲、相控阵、脉冲压缩、合成孔径、脉冲
多普勒概念，建立了匹配滤波器理论、统计检测理论。
美国发明了栅控行波管，多种型号PD火控雷达开始研制。
70-80年代美国成功研制和装备了多种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
机载雷达由单脉冲雷达发展到脉冲多普勒体制雷达是一种质的飞跃，在这些雷达中广泛采用了数字总
线技术及高效平板缝隙阵列天线、大功率低噪声行波管放大器、高精度频率综合器、DBS波束锐化、
卡尔曼滤波、恒虚警处理等现代雷达技术，大大提高了机载雷达的探测性能。
相控阵体制雷达具有同时多目标、大功率口径积、反应时间快和高可靠性等优点，是机载雷达的发展
方向。
　　本书包括雷达原理、雷达测量方法及雷达系统三大部分。
全书共分15章。
第1章介绍了机载雷达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概念，第2～6章介绍了机载雷达的发射机、接收机、微波馈电
与天线、显示系统等雷达原理部分的内容；第7～10章介绍了雷达的测距、测角、测速等雷达测量方法
；第11～14章介绍了脉冲多普勒雷达、相控阵雷达、合成孔径雷达、连续波雷达、调频雷达、脉冲压
缩雷达等新体制雷达，最后介绍了雷达抗干扰的有关原理。
为了方便读者学习，本教材对雷达工作原理涉及到的微波技术、天线和微波电子线路的基础知识也进
行了简要介绍，此部分内容可根据实际课时需要选用。
　　本书是一本适合初、中级技术人员阅读的雷达原理教材或技术指导手册，是作者多年来从事机载
雷达教学科研工作的总结，旨在从最基本的概念上对机载雷达原理加以阐述，着重物理概念的分析，
为读者提供一种浅显易懂的机载雷达原理入门手段。
其特点是：内容系统化、综合化，知识覆盖全面，表述通俗易懂。
本书既可作为雷达专业的原理与系统课程教材，也可作为雷达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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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机载雷达原理与系统》包括雷达原理、雷达测量方法及雷达系统三大部分。
雷达原理部分包括发射机、接收机、微波馈电与天线、显示和天线伺服驱动等内容；雷达测量方法部
分包括雷达的测距、测角及测速的基本原理和各种实现方法；雷达系统部分包括脉冲多普勒雷达、相
控阵雷达、合成孔径雷达及其他体制雷达系统的原理。
并且详细讨论了雷达作用距离方程，并增加了雷达抗干扰原理内容。
　　本教材内容删除了以往雷达原理教材中一些陈旧的内容，较好地体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雷达技
术的新发展。
　　《机载雷达原理与系统》可作为雷达专业的原理与系统课程教材，也可作为雷达工程技术人员的
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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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而且，随着大规模、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微型计算机的问世和广泛应用，使雷达技术的发展日臻
完善，许多新技术、多功能、自适应、高性能得到了实现。
　　从技术上讲，包括脉冲压缩、频率分集／频率捷变、有源／无源相控阵、杂波抑制、多普勒测速
、恒虚警、目标参数自动录取、航迹处理、目标识别、目标成像、多目标跟踪、合成孔径、多站探测
定位、自适应和机内自检测等技术都可以得到实现。
从结构工艺上讲，包括微组装工艺、系列化、标准化和模块化设计，使雷达设计更加灵活，结构更加
合理。
总之，当今雷达的战术、技术性能、工艺结构均达到相当成熟的阶段。
　　雷达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高，研究对付雷达的手段也越来越充分。
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雷达对抗战越演越烈。
当前雷达面临着所谓“四大”威胁，即快速应变的电子侦察及强烈的电子干扰；具有掠地、掠海能力
的低空、超低空飞机和巡航导弹；使雷达散射面积成百上千倍减小的隐身飞行器；快速反应自主式高
速反辐射导弹。
因此，对雷达的要求越来越高。
首先它应减少雷达信号被电子环境监测器（ESM）、反辐射导弹（ARM）截获的概率，使雷达信号更
难于被这些装置发现和跟踪。
同时，雷达应保证实时、可靠地从极强的自然干扰（杂波）和人为干扰中检测大量目标。
由于目标的雷达截面积从很低值（“隐身”目标）到相当高值（大舰只、大飞机或强杂波）的范围内
变化，所以还要求雷达有很大的工作动态范围和很高的虚警鉴别力，即使在多目标（如群目标袭击）
环境中亦如此。
此外，还应当采用目标分类和威胁估计，并将被处理的数据有效地传送给电子计算机和终端录取及显
示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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