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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反辐射导弹是一种专门用来攻击电磁辐射源的战术导弹，它以敌方雷达或其他电磁辐射源所发出的电
磁波作为引导信号，飞向敌方雷达或其他电磁辐射源，将雷达或其他电磁辐射源摧毁，对现代防空系
统构成严重威胁，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突防和掩护力量，为夺取战场电磁优势、充分发挥武器装备的
效能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是压制防空系统的主要武器之一，是电子战领域中不可缺少的硬杀伤武器。
反辐射导弹不仅能从实体上摧毁雷达，而且能直接杀伤雷达操作人员，造成雷达操作人员心理上的恐
惧感，以致严重削弱其作战能力。
随着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社会，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促进了信息化武器装备的发展，加快
了武器装备信息化的进程，战争形态由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转变。
现代战争争夺的焦点已经越来越集中到制信息权上。
在现代战争中，使用反辐射导弹摧毁敌方雷达以首先夺取制电磁权和制信息权，进而夺取制空权、制
海权和陆地作战的优势，从而夺取战争主动权，已成为现代战争的一般程式。
自1965年美军在越南战争中首次使用反辐射导弹以来，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和以色列等都在研
制和装备反辐射导弹，主要型号已有30多种，其中美国进行了大量的实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比较
具有代表性。
未来的反辐射导弹将是一种战术使用灵活，有效射程更远，杀伤力和抗干扰能力更强，攻击对象广泛
的信息战武器，在未来战争中将发挥更大的威力。
本书根据国外机载反辐射导弹，从系统角度全面论述了机载反辐射导弹及其武器系统的总体结构、功
用、工作原理、技术和使用方式，对反辐射导弹及其武器系统所特有的内容进行了深入分析，为全面
了解、学习反辐射导弹及其武器系统提供支撑，为把握反辐射导弹的使用提供参考，为深入研究反辐
射导弹及其武器系统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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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反辐射导弹作为导弹家族的成员之一，主要用来摧毁防空系统雷达，破坏情报指挥自动化系统，是压
制防空系统的有效武器，为夺取战场电磁优势，夺取制信息权，获得战争主动权提供有力的保障。
随着信息化战争的发展，反辐射导弹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
    本书从系统角度全面论述了机载反辐射导弹及其武器系统的总体结构、功用、使用特点和技术。
内容包括：反辐射导弹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及发展历程，反辐射导弹的总体构成及其各个组成部分的
结构、特点、功用和技术，机载反辐射导弹火控系统及发射装置的组成、特点和技术，机载反辐射导
弹的使用方式和飞行弹道的特点，机载反辐射导弹方案和导引弹道的特点及控制关系。
    本书可作为相关人员从总体角度学习机载反辐射导弹技术的参考书，也可作为相关专业本科生和研
究生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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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固定目标  13.5  直接瞄准法附录符号表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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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机电伺服系统是指组成系统的元件除机械部件外，均是电磁或电子元件，采用电机作为执行元
件。
相对于液压伺服系统，机电伺服系统的优点是控制简单，维护方便。
在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导引头的伺服系统基本上都是采用液压伺服系统。
随着电子技术和元器件的发展，电机技术也得到了飞速发展。
一些电机的控制特性基本上达到了液压元件控制特性的水平，体积也越来越小，能够满足弹上导引头
伺服系统的使用要求。
机电伺服系统逐步在导引头上得到广泛的应用。
固定式导引头刚性地直接固定在弹体上，无伺服系统。
活动式跟踪导引头才有伺服系统。
下面以内置陀螺稳定平台方式的活动式跟踪导引头的模拟伺服系统为例，分析导引头伺服系统的组成
及功能。
导引头伺服系统由伺服机构和伺服控制电路两部分组成。
导引头伺服机构是天线和馈线部件的支撑装置，是导引头视线稳定系统中的执行机构。
导引头伺服机构具有方位和俯仰两个正交自由度轴系的天线座，采用了两组四连杆构成的内外框架联
动机构，并通过3根传动轴将内外框架联动机构悬挂在外壳上。
内框架为俯仰转动，外框架为方位转动，省略的滚转框架用导弹倾斜通道稳定控制来代替。
这种伺服机构由天线座架结构、伺服电机、齿轮传动装置、速度、位置反馈装置构成。
天线座架结构主要由机械滚动轴承、俯仰座架、俯仰轴、方位基座、方位轴等零部件组成，起着转动
和支撑作用。
伺服电机通过齿轮传动装置与内外框架的转动轴连接，与俯仰框架相接的伺服电机固定在外框架上，
与方位框架相连的伺服电机固定在弹体上。
天线分系统安装在内框架上。
通过齿轮传动装置，在伺服电机带动下，天线座架可沿方位－俯仰轴在限定范围内可靠地转动，并且
在限定环境条件和各种静动载荷作用下，保证几何尺寸、轴系精度稳定。
伺服电机采用直流力矩电机作为执行元件，把所收到的电信号转换成电机轴上的角位移或角速度输出
。
直流力矩电机具有转矩大、响应快、精度高、调节特性线性度好的特点，适用于在控制要求高的位置
伺服系统和速度伺服系统中作为执行元件。
齿轮传动装置采用普通渐开线齿轮构成的多级齿轮传动，其功能是传递转矩和转速，并使伺服电机和
载荷在转速和转矩上得到匹配，使天线和天线座的运动取得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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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载反辐射导弹技术》可作为相关人员从总体角度学习机载反辐射导弹技术的参考书，也可作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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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载反辐射导弹技术》由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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