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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雷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迅速发展，为适应战争需要，交战各方研制出从米波到微波的各种
雷达装备。
战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辐射实验室集合各方面的专家，总结二战期间的经验，于1950年前后出版了雷
达丛书共28本，大幅度推动了雷达技术的发展。
我刚参加工作时，就从这套书中得益不少。
随着雷达技术的进步，28本书的内容已趋陈旧。
20世纪后期，美国Skolnik编写了雷达手册，其版本和内容不断更新，在雷达界有着较大的影响，但它
仍不及麻省理工学院辐射实验室众多专家撰写的28本书的内容详尽。
　　我国的雷达事业，经过几代人40余年的努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许多领域的技术
已经进入了国际先进行列。
总结这些成果，为我国今后的雷达事业发展做点贡献是我长期以来的一个心愿，在出版社的鼓励下，
我和张光义院士倡导并担任主编，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负责组织编写了这套“雷达技术丛书”（
以下简称“丛书”）。
它是我国众多专家、学者长期从事雷达科研的经验总结，具有较好的系统性、新颖性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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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雷达技术丛书”中有关超视距雷达工程技术的一本专著。
本书从超视距雷达的各种特性（环境特性、传播特性、目标特性、干扰特性及信号检测特性等）分析
入手，阐述了超视距雷达的主要性能、应用范围及设计特点，并按电波传播途径的不同分别叙述了天
波超视距雷达、地波超视距雷达与微波雷达大气波导超视距探测工程设计的难点及解决的途径。
针对三类雷达的需求，提供了工程设计所需要的大量资料，形成了新的写作体系。
?　　本书既可以作为从事雷达技术研究、设计和应用的科技工作者、管理人员和雷达技术领域专业人
员的参考书，也可以作为高等院校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以及信息、电波传播与通信工程学科的教师、学
生的教学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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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章为超视距雷达概论．重点简述了高频天波超视距雷达、高频地波超视距雷达和微波大气波导
超视距雷达的传播环境、工作原理、系统性能与应用范围，简介了这些雷达的设计特点、关键技术以
及各自的发展史。
高频天波超视距雷达为20世纪90年代开始正式服役的新体制雷达，舰载超视距雷达（含舰载高频地波
超视距甫达、舰载微波大气波导超视距雷达）正在试用与完善。
到目前为止，超视距雷达技术及其装备均处于不断试验、改造和发展之中。
　　尽管微波雷达已探测到远至像金星这样的目标，但当它架设在地球表面上时，对低空和海面目标
的探测能力通常被局限在无线电视距范围之内。
当时有足够大功率时，可能使作用距离稍微超出该无线电视距范围而进入损耗极大的衍射（绕射）区
。
　　超视距雷达．顾名思义与视距雷达不同，不受地球曲率影响，它是重点探测以雷达站为基准的水
平视线以下目标的特种雷达体制。
一般而言，是指雷达发射和接收的电磁波以向地球表晰弯曲的路径、非直线传播的地（海）基雷达。
由电波弯曲原理构成的雷达设备称为超视距雷达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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