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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被列入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教材规划选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德国研制
了V-1型和V-2型远程制导导弹，标志着制导武器的诞生。制导武器之所以区别于常规弹药，在于它飞
行过程中其轨迹可以受到制导与控制系统的控制，从而精确地击中目标，因此，导弹制导与控制课程
在导航、制导与控制，飞行器设计等专业中占有重要地位，为学生从事该领域的研究工作打下必要的
基础。本教材是在北京理工大学1997年3月印刷的内部讲义《导弹制导和控制系统原理》基础上改编的
，该内部讲义曾获得北京理工大学第八届优秀教材二等奖，该内部讲义已为六届学生所使用，且收到
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全书共分8章。第1章介绍导弹制导和控制系统的基本原理，基本概念；第2章介绍
导弹制导规律；第3章对受控对象——导弹弹体特性进行分析；第4章介绍常用制导装置及其原理；第5
章介绍自动驾驶仪与稳定回路；第6章介绍遥控制导和控制系统；第7章介绍自寻的制导和控制系统；
第8章对旋转导弹制导和控制系统进行了专门的介绍。本教材以战术导弹制导和控制系统为主，侧重
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的论述，每个主要章节都给以典型实例，尽量做到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本教材先
修课程为导弹概论，导弹飞行力学，自动控制原理，电子技术等；本教材的讲授需48～60学时。在本
教材编写过程中借鉴了北京理工大学导航、制导与控制专业，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飞行器设计等专
业其他教师在教学和科研中的实际经验，得到了邹静涛、李钟武、刘藻珍，祁载康、孟庆元等教授的
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本教材由中国系统仿真学会理事李钟武教授担任主审，李钟武教
授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此也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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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导弹制导与控制系统原理》比较全面地阐述了战术导弹各类制导系统的原理与方法。内容包括：导
弹制导系统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制导规律与受控对象——弹体特性分析；常用制导装置及其原理；
自动驾驶仪与稳定回路；遥控制导与控制系统；自寻的制导与控制系统；滚转导弹制导与控制等。
《导弹制导与控制系统原理》可作为导航、制导与控制，飞行器设计，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等专业高
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或参考书，亦可供相关领域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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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3.1 自寻的制导系统自动导引系统也称为自寻的制导系统，是利用目标辐射或反射的能量制导
导弹去攻击目标。由弹上导引头感受目标辐射或反射的能量（如无线电波、红外线、激光、可见光、
声音等），测量目标、导弹相对运动参数，并形成相应的引导指令控制导弹飞行，使导弹飞向目标的
制导系统，称为自寻的系统。这个“的”是“目的”的“的”，是目标的意思。为了使自寻的系统正
常工作，首先必须能准确地从目标背景中发现目标，为此要求目标本身的物理特性与其背景或周围其
他物体的特性必须有所不同，即要求它具有对背景足够的能量对比性。具有红外辐射（热辐射）源的
目标很多，如军舰、飞机（特别是喷气式的）、坦克、冶金工厂，在大气层中高速飞行的导弹的头部
也具有足够大的热辐射。用目标辐射的红外线使导弹飞向目标的自寻的系统称为红外自寻的系统。这
种系统的作用距离取决于目标辐射（或反射）面的面积和温度、接收装置的灵敏度和气象条件。有些
目标与周围背景不同，它能辐射本身固有的光线，或是反射太阳、月亮的或人工照明的光线。利用可
见光的自寻的制导系统，其作用距离取决于目标与背景的对比特性、昼夜时间和气候条件。有些目标
是强大的声源，如从飞机喷气发动机或电动机以及军舰的工作机械等发出的声音，利用接收声波原理
构成的自寻的系统称为声学自寻的系统。这种系统的缺点是，当其被用在射击空中目标的导弹上时，
因为声波的传播速度慢，使导弹不会命中空中目标，而是导向目标后面的某一点。此外，高速飞行的
导弹本身产生的噪声，会对系统的工作造成干扰。声学自寻的系统多用于水下自寻的水雷。雷达自寻
的系统是广泛应用的自寻的系统，因为很多军事上的重要目标本身就是电磁能的辐射源，如雷达站、
无线电干扰站、导航站等等。有时为了研究上的方便，根据导弹所利用能量的能源所在位置的不同，
自寻的制导系统可分成主动式、半主动式和被动式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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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导弹制导与控制系统原理》是由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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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看着这书的质量，直接和盗版书无异！感觉被坑了~~
2、此书对初学者很适合!推荐!

Page 7



《导弹制导与控制系统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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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111.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