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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电磁问题，按照特点可以分为散射、辐射和传播三类，其中，散射问题是最基本的问题，在一定程度
上，辐射问题和散射问题是相互融合的，而波的传播问题，在许多情况下，依赖于对传播介质散射特
性的研究。
自然界中地面、海面均可以看成是满足某种特定概率密度分布的粗糙表面。
随机粗糙表面的电磁散射特性研究在国防军事领域和民用技术领域都具有显著的学术价值和广泛的应
用前景。
随机粗糙表面的电磁散射研究之所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随机粗糙表面的电磁散
射特性与确定性目标的电磁散射特性有着诸多的区别。
对于确定性目标的散射问题而言，由于目标的轮廓和介电特性已经确定，所以特定的入射角和散射角
对应的电磁散射系数也就随之确定。
然而，对于随机粗糙表面而言，粗糙表面的轮廓随着时间或者空间随机地发生变化，所以其表面轮廓
的主要特点是“随机性”。
这一点有别于确定性目标的电磁散射问题，所以，随机粗糙表面的电磁散射问题专注于研究概率密度
分布、统计参数等对粗糙表面的电磁散射特性的影响。
鉴于随机粗糙表面的电磁散射问题在军事及民用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近年来，各个国家都投人大量
的人力、物力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
例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辐射实验室、美国喷气推进实验室和美国海军实验室都曾设计出各种遥感
雷达系统，这些系统能够比较精确地测量各种复杂背景表面的电磁散射系数。
然而，随机粗糙表面背景的散射特性通常是随时间、空间而变化的，并且是与多种参数（土壤湿度、
海水盐分、密度、温度及几何尺度等）有关的多元函数，因此，必须长期进行大范围的测量以得到可
靠的实测数据。
而随着计算机与计算技术的发展，计算机仿真模拟为我们提供了研究随机粗糙背景散射的一个有效、
便捷的途径。
同时，对随机粗糙面电磁散射机理和物理本质的深入研究，又为随机粗糙背景电磁散射的实际应用，
如复杂背景下目标特征的提取等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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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随机粗糙面散射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内容主要包括随机粗糙面的建模及其电磁散射的计算
方法、随机粗糙面与目标的复合电磁散射以及相关逆问题。
    本书可供微波遥感、计算电磁学、电磁成像及复杂环境下雷达目标特征提取领域的广大科技工作者
阅读，也可供相关专业高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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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实际的自然背景，如地面、海面、雪地、沙漠，以及各类人造表面等，均可以看成是二维随机
粗糙面模型。
对于一个给定的二维随机粗糙面，对光波来说可能呈现得很粗糙，而对微波来说却可能呈现得很光滑
，这主要是因为随机粗糙面的粗糙度是以波长为度量单位的统计参数来表征的。
描述随机粗糙面的统计量除功率谱密度外，还有高度起伏的概率密度函数和均方根高度、相关函数和
相关长度、结构函数、特征函数、均方根斜率与曲率半径等。
而在各种实际随机粗糙面模型中，有一类二维粗糙表面模型只沿着正交坐标系中的一个方向发生变化
，而在另一个方向几乎不发生变化。
为了便于研究，国内外的学者将这类实际粗糙表面简化成一维粗糙表面模型。
尽管一维粗糙表面是最简单的粗糙表面模型，但是研究一维粗糙表面模型的电磁散射特性仍然具有重
要的实际意义和广泛的应用价值。
本节通过介绍一维随机粗糙面的各个相关统计概念来对随机粗糙面的特性进行详细说明。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随机粗糙面散射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编辑推荐

《随机粗糙面散射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是作者及其所在的项目组对随机粗糙面散射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进行的完整的搜集与整理，总结了自2001年起项目组开展的相关科学研究计划的科研成果，主要包括
随机粗糙面的建模及其电磁散射计算方法、随机粗糙面与目标的复合电磁散射以及相关逆问题等一系
列随机背景电磁散射热点问题。
 全书共分7章，包括随机粗糙面建模、粗糙面电磁散射近似方法、粗糙(海)面电磁散射数值方法等。
《随机粗糙面散射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用e-iwt来表示时谐场中的时间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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