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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5章，从通信电子战的产生背景、历史沿革、作用地位、鲜活战例、内涵机理以及发展的新阶
段、新领域、新趋势等方面出发，进行深入浅出的阐述，以使广大无线电爱好者、具有高中及中专知
识的人员都能理解，让人们清楚它是怎样工作的、有什么作用、对现代战争的影响如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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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3.7无线电通信发明初期　　1905年，日、俄两国为了争夺在中国的利益，在我东北地区和朝鲜
海域发生了日俄战争。
其中，在朝鲜半岛和日本之间的对马海峡，日本联合舰队与沙皇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展开了一场大规
模的海战。
以东乡平八郎为司令官的日本联合舰队使用了电子侦听手段，监听俄国舰队的无线电通信，并使用商
船进行监视，从而掌握了俄国舰队的航行路线，在预定海域排开阵势，等待俄舰队的到来。
5月27日，俄国舰队如期出现，等待他们的是日本舰队的猛烈炮火。
俄舰队旗舰&ldquo;苏沃洛夫&rdquo;号首先遭重创，舰队司令罗泽斯特文斯基受重伤，在往其他军舰
转移途中被日军俘虏。
另外，日军在轰击俄舰队的同时，还用无线电干扰扰乱俄军的通信，使俄军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四
散溃逃。
在这之后，日记又监听到溃散的俄舰之间的通信联络。
第二天，正当残存的俄军舰集结起来，准备向海参崴驶去时，日本舰队又及时地包围上来，俄国舰队
只得投降。
在这场日、俄海战中，俄军舰有19艘被击沉，7艘被俘获，官兵死伤11000余人；而日本仅损失3艘小型
舰艇，伤亡700余人。
这其中无线电侦听和干扰功不可没。
　　1.3.2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1.俄、德战争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这时，在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中，无线电通信已普遍使用。
在作战指挥方面，通信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通信电子战的威力也日益为人们所认识。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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