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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导航、制导与测控技术是最具代表性的高新技术之一，紧系国计民生和社会文明，直接推动着四
个现代化（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并不断影响着现代战争形态演变和高技术兵器特
别是军事航天器和精确制导武器的发展。
理论和实践证明，导航、制导与测控系统设计与实现从一开始就是航空航天飞行器、海上（水下）航
行体和先进武器装备发展的关键环节，也一直是应用高新技术最快、最多的领域。
当前，人类社会正在向信息时代过渡，信息化战争已成为反映该时代特征的全新基本战争形态。
信息化战争的最典型特点之一就是实现陆、海、空、天、信息一体化联合／协同作战，大量使用高技
术兵器，实施基于效果的精确打击。
防空、防天导弹武器及反导系统已成为国家和区域极为重要的防御力量。
对此，现代导航、制导与测控技术（系统）起着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联合／
协同作战效能和高技术兵器及反导系统的战技性能。
航天工程是当今社会发展最快的尖端科技领域之一，从第一颗人造卫星飞向太空至今，虽然只过去了
五十多年的时间，却给人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它不仅对现代科技、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在军事上获得了广泛的应用，也必将
对未来世界产生更加广阔而深远的影响。
现代导航、制导与测控技术从来就是航天工程发展的核心技术之一，它涉及航天工程方案论证、设计
制造和使用运行等方面。
综上所述，现代导航、制导与测控技术（系统）在现代科学技术、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发展中的重要
地位和战略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为了进一步发挥现代导航、制导与测控技术的巨大作用，认真总结和深入研究推动该技术发展
的关键技术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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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导航、制导与测控技术》以全新的角度论述导航、制导与测控技术及其应用，重点总结并
深入研究推动现代导航、制导与测控技术（系统）进步和工程应用的主要关键技术，诸如先进总体设
计与实现技术，目标探测、识别与隐身技术，综合导航、惯性导航及组合导航技术，精确制导与复合
／融合制导技术，现代测控技术与动能杀伤（KKV）技术，现代数据分析与信息融合技术，计算机网
络与“数据链”通信技术，指挥控制与综合电子信息技术，复杂战场环境与信息对抗技术，地面、海
上及空天试验技术，以及系统建模与仿真技术等。
《现代导航、制导与测控技术》是作者长期从事导航、制导与测控科学研究和教学的成果总结，同时
汲取了相关重要参考文献的营养，力求反映当今该领域的新思想、新观点、新动态和新的技术学术水
平。
　　《现代导航、制导与测控技术》主要作为航空、航天、航海、兵器、信息、仿真等领域科学工作
者和工程技术人员的重要参考书，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特别是军事、军工院校相关学科专业高年级学生
和研究生的高新技术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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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期间，获省部级以上科技进步奖14项，其中包括国家科技进步成果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各一
项；荣立部级以上一等功5次、二等功1次；被授予全国国防科技工业系统劳动模范、国家级有突出贡
献专家；荣获航空金奖、航空工业杰出贡献奖等7项；出版专著3部；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
李为民，男，1964年10月生，甘肃民勤人，博士、空军级专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国家
“863”计划航空航天领域专家组成员。
现任空军工程大学导弹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兼任中国宇航学会无人机学会常务理事、中
国系统仿真学会理事、中国军事运筹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军事系统工程委员会委员。
1983年7月空军导弹学院测控专业获学士学位；1990年5月电子科技大学信号电路与系统专业获硕士学
位；1992年12月电子科技大学电子与通信专业获博士学位。
1983年执教以来，获国家科技成果进步奖1项，军队（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5项，主持完成国家“863
”计划课题、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国防预研基金课题多项，荣获“全军优秀教师”称号、军队院校育
才金奖；主编和参编专著（教材）6部，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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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制导概念是近代出现的，且由导航发展延伸而来。
它与导航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在某些方面存在明显的各自特点。
所谓制导就是控制引导的意思，即使航行载体按照一定的运动轨迹或根据所给予的指令运动，以达到
预定的目的地或攻击预定的目标。
例如，为了将航天器（人造卫星、飞船、宇宙探测器等）送上一定的空间轨道，就必须根据探测仪器
获得的信息，通过制导技术和制导系统使运载器（通常为运载火箭）准确、按时地飞向预定轨迹；又
如，一枚导弹从发射到命中目标，也必须借助制导技术，利用制导系统，以一定的准确度引导和控制
导弹按照预定路线（弹道）飞行，才能最终对目标实施有效攻击。
因此，制导与导航的最大区别在于它兼备“导引”和“控制”两大功能，而导航只提供导航（参数）
信息。
制导是高技术兵器和空间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伴随着航天器、运载火箭和制导武器（导弹、制导
弹药、制导火炮等）的出现应运而生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出现了由纳粹德国研制并运用的初级型制导武器——v-1和v-2导弹。
前者是最早的飞航式导弹；后者是最初的弹道式导弹。
当时，这两种所谓的远程导弹都采用了无人驾驶的制导技术，在飞行中能够自动地修正导弹偏离预定
轨道的误差，以保证弹体始终对准目标飞行，并在必要时依靠控制指令机动飞行，甚至施放干扰躲避
敌方攻击。
这种制导武器的亮相曾引起了整个欧洲的巨大震动，并对后来精确制导武器的迅猛发展产生了直接推
动。
20世纪70年代初，美军在越南战场上首次使用了激光制导炸弹和电视制导炸弹，创造了一个个战绩。
自此之后，各种精确制导武器层出不穷，从而“开创了战争的新时代”。
制导技术也从此进入了精确制导控制时期，并逐渐形成了较完善的先进制导体制和制导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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