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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阵列信号处理中的波束优化问题，是一个司空见惯而又十分重要的问题，然而迄今还没有一本关
于此课题的专著，系统而深入地将有关最新研究成果呈现在读者面前，使初学者容易入门，让饱学者
有一块引玉之砖，这便是我们撰写此书的初衷。
　　写这样一本书，却需要鼓起勇气。
回想从1982年起，我着手并持续进行这个问题的研究已有26年之久，其间有许多学生和同事参与，是
应该有一个总结性的交代了，何况我的年龄已经越过青壮年的边界。
幸好有了鄢社锋，作为我的学生和伙伴投入了这个课题的研究。
他作为西北工业大学教改试点班的学生，于1998年自愿选择到本人名下做本科毕业设计，并做硕博连
读。
从那时起，他和我在一起前后有七年多时间。
记得我建议给他的本科毕业设计课题是研究浅海中一个水听器垂直线列阵的空间增益，由于信号的多
径效应引起的增益损失有多少，以及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小这种损失。
所以从一开始，他的学位课题就与阵列信号处理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鄢社锋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水听器阵列波束优化与广义空域滤波研究》，于2005年通过博士学位
答辩，于2008年5月22日经教育部评选公布为年度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之一。
离开西北工业大学之后，鄢社锋到了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做博士后，在侯朝焕院士的关心和支持下
继续从事波束优化方向的工作。
目前在挪威科技大学做博士后，在那里，Hovem教授和董和风教授给予了同样的支持。
尽管鄢社锋还很年轻，他在波束优化相关课题上的研究工作，也已经持续了十年之久。
所以由他主笔，与我共同完成这本书是合适的，这在一定意义上具有集课题组过去工作之大成的意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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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传感器阵列波束形成器优化设计方法及其应用。
全书分8章，主要叙述了窄带波束优化设计方法、宽带波束形成器实现方法及宽带波束优化设计方法
，最后将各波束形成方法应用于目标方位估计。
书中融入了作者及合作者多年来从事阵列信号处理方面科研工作的实际经验，纳入了作者近年来在国
内外重要期刊发表的十余篇论文，同时也采纳了少量散见于各种文献中的部分内容。
    本书对波束优化设计问题叙述详尽，理论分析力求系统、深入，说理深入浅出，便于自学。
本书可作为声呐、雷达及无线通信信号处理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和教师的参考书，也可供有关专业
科学研究与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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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1.1 阵列信号处理应用范围　　阵列信号处理在雷达、声呐、无线通信、医学成
像、地质勘探、射电天文学等多种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
　　雷达是阵列处理最早的应用领域。
雷达在军用与民用方面都具有较多应用，大多数雷达是主动系统，天线阵既用来发射信号也用于接收
信号。
相控阵天线的概念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已经形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实际应用，如美
国海军的火控雷达系统与高分辨导航雷达。
Skolnik对雷达相控阵的应用有详细的描述，其他有关文献对雷达系统不同方面应用进行了论述。
Gini等人列出了截至2000年关于雷达信号处理方面的近700篇文献。
　　声呐系统也广泛应用阵列处理。
Baggeroer、Knight与Owsley都对声呐系统中的阵列处理有详细的论述。
主动声呐在水中发射声波并接收处理回波，其原理与雷达有很多相似之处。
不同的是，声波在水中的传播比电磁波在大气中的传播更复杂，传播特性对声呐系统设计有较大的影
响。
Urick的著作是有关讨论水下声波传播的重要文献。
被动声呐系统主要是被动接收声波信号，然后估计声场的时空特性。
被动声呐的一个重要的应用是对潜艇进行检测与跟踪。
有关声呐系统与声呐信号处理方面的描述可以参阅有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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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一本阐述传感器阵列波束优化设计方法与应用的专著，属于阵列信号处理的范畴。
书中大部分内容是根据作者近年的科研工作写成的，书中所涉及的方法大多是作者及合作者近年来提
出并已在国内外重要期刊上公开发表的方法。
此外，书中也介绍了部分国际上近年提出的其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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