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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超宽带隐蔽通信技术》阐述了超宽带隐蔽通信技术的实现方法。
首先给出了超宽带通信系统的体系框架，然后针对超宽带通信的各项关键技术的实现方法进行了逐一
论述，主要包括超宽带信号产生、信息调制、发射信道、空间传播、接收信道、信号捕获、精密跟踪
和信息解调等多个环节，另外还对超宽带高速通信、多用户工作和阵列信号处理等实现方法进行了论
述，最后给出了相关实物图片及样机试验波形和数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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