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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是电子战、信息战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军事斗争中的应用，战争由物理维向
信息维与认知维拓展，夺取和保持制信j息权已成为现代战争中参战各方争夺的重点。
近几场局部战争不断证明，信息的对抗已成为现代高技术条件下的重要作战样式，左右着战争的结局
。
从20世纪初，信息对抗伴随着无线电通信技术的问世而首先在战争中得到应用。
从有电报开始就有对抗，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它已成为涵盖雷达对抗、通信对抗、光电对抗、网络对
抗和水声对抗等多学科的、综合一体化的电子信息技术。
　　雷达对抗技术作为信息对抗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逐步系统化、成熟
化，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雷达对抗信息处理是雷达对抗技术中最具生机与活力，也是最能反映高新技术进展的领域，是雷达对
抗侦察系统的核心。
在过去的50多年中，世界各国的众多专家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极大地推动了这一学科领域的发展。
　　目前，雷达对抗信息处理理论与技术正日趋成熟，特别是随着现代电子战、信息战的激烈对抗和
雷达技术的迅猛发展，雷达对抗信息处理领域的专家学者在应对这些新的问题和挑战方面，作了大量
卓有成效的探索和研究，但一直没有一本较为系统地阐述雷达对抗信息处理理论与技术的著作。
何明浩教授及其团队长期致力于雷达对抗信息处理领域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和方法，在这一
领域具有广泛影响。
《雷达对抗信息处理》这一专著，较为全面地总结了雷达对抗信息处理领域数十年的相关研究成果，
系统阐述了雷达对抗信息处理的概念定义、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书中很多内容都是作者及其团队多
年来的研究积淀和创新拓展。
本书是国内雷达对抗信息处理学科领域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可作为高等院校雷达、电子对抗和信号与
信息处理专业高年级学生、研究生的专业课教材，也可供从事雷达对抗信息处理相关专业领域科研人
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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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雷达对抗信息处理》为系统介绍现代雷达对抗信息处理基本理论、方法和实现技术的一本专著
，全书内容共分8章。
第1章介绍了雷达对抗的信号环境、雷达对抗信息处理的一般概念和雷达对抗信息处理的发展和现状
； 第2章阐述了雷达对抗信息处理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包括PDW生成、信号分选识别、脉内特征提取
和辐射源的无源定位等； 第3章介绍了利用PRI实现雷达信号分选的技术，内容涉及重频分选与检测的
相关理论与方法； 第4章探讨了采用多参数进行信号分选识别所涉及的特征参数选取和分类器选择问
题； 第5章讨论了雷达信号脉内调制特征分析的原理与特征提取方法； 第6章介绍了对雷达辐射源进行
无源定位的技术，包括对雷达辐射源定位的多站和单站无源定位技术； 第7章探讨研究了单站被动目
标跟踪的原理、内容以及相关算法； 第8章探讨研究了单站无源定位中相关参数的测量技术，内容涉
及波达角及其变化率和多普勒频率变化率等参数的测量原理与方法。
　　本书可供从事雷达和电子对抗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使用，也可作为该专业方向研究生的专业教材
和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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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明浩，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空军级专家，中国电子学会电磁散射专业委员会委员，空军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
主要研究雷达系统工程、电子对抗信息处理以及电磁场与微波技术等。
主持和参加了多项空军装备发展规划论证工作；主持了多种新型雷达和电子对抗装备的跟踪研究工作
；主持参加了10多项总装和空军科研项目及军事理论的研究工作，获军队科技进步奖和军事理论研究
成果奖共15项。
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出版著作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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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于单脉冲比幅测向及角度跟踪技术是利用两个特性相同的天线同时接收雷达信号，对两个信号
进行幅度比较确定雷达辐射源方位，因此方向瞄准精度高，对瞬时视野内的雷达信号，可以单脉冲全
概率截获。
　　3）全向振幅单脉冲测向技术　　搜索式测向的瞬时视野窄，搜索概率和角度分辨率之间相矛盾
。
而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往往要求侦察系统能以高截获概率精确测量辐射源到达角，即要求系统既有高
截获概率，又有高角度分辨率和高测角精度，因此搜索式测向系统难以满足要求。
而各种非搜索式测向能够在宽的瞬时视野内实现对单个雷达脉冲入射方位的实时测量，全向振幅单脉
冲测向技术就是其中之一。
　　全向振幅单脉冲测向系统的优点是截获概率高、设备简单、重量轻，因而广泛应用于雷达寻的和
告警系统；其缺点则是对同时到达信号的处理能力差。
　　2.相位法测向技术　　所谓相位法测向，就是根据测向天线系统侦收同一信号的相对相位差来确
定信号的到达角。
常用的相位法测向技术有：相位干涉仪测向和线性相位多模圆阵测向技术等。
　　1）相位干涉仪测向　　在原理上相位干涉仪能够实现对单个脉冲的测向，又称为相位单脉冲测
向。
最简单的单基线相位干涉仪由两个信道组成，存在着测向精度与测角范围之间的矛盾，为解决这一矛
盾，一般采用多基线相位干涉仪测向技术。
在多基线干涉仪测向系统中，测向精度取决于最长基线的相位干涉仪，决定了输出方向码中的低位；
测角范围取决于最短基线的相位干涉仪，决定了输出方向码中的高位。
　　相位干涉仪技术具有较高的测向精度，但其测向范围不能覆盖全方位，且相位差是信号频率的函
数，所以在采用相位干涉仪测向时，还需要获得信号的频率信息，才能唯一地确定雷达信号的到达角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雷达对抗信息处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