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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电子战系统导论》由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
本书共6章， 第1章： 电子战场景介绍， 描述了对称与非对称的冲突场景及其电子战系统在其中的应
用； 第2章： 信号辐射源与传感器的发展， 阐述了雷达、 射频和激光制导武器以及通信设备等现代系
统的最新发展； 第3章：电子战射频波段的传感器系统， 描述了新型无源电子战装备架构需求及其性
能； 第4章： 射频测向与辐射源定位技术， 论述了ESM系统中的射频测向与辐射源定位技术； 第5章
电子对抗系统及第6章电子对抗技术和传感器反电子对抗， 分别论述了对现代射频和红外有源对抗装
备的需求、 架构、 所采用的技术以及对射频有源装备和红外/光电导弹导引头实施的主要对抗技术。
本书另有5个附录， 附录A： 传感器接收机的信号检测； 附录B： 估计理论概念简介； 附录C： 天线
与相控阵天线； 附录D： 模拟调制方法； 附录E： BFSK通信系统中噪声与单音干扰提高误码率的估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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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本书是意大利电子公司首席技术官Andrea De Martino博士新近撰写的一本电子战技术专著。
全书共6章。第1章是电子战场景介绍， 其中提出了电子战在对称和非对称冲突中的应用。对称冲突中
的电子战应用和作用， 大家都比较熟悉， 但如果对抗是非对称的， 那么对抗的另一方， 虽然处于弱
势， 但是它却具有很多变数， 而且大量行动是隐蔽在民用应用之中的， 并不完全是用于现有的侦察
、 干扰技术和装备可以应对的。第2章介绍了电子战的作战对象， 重点讲述了射频辐射源和传感器的
发展， 其比重超过全书的三分之一。作者用大量篇幅论述对抗对象， 似乎是想说明， 要想搞好对抗
， 清晰地把握对象的发展是必需的。当前雷达最重要的发展是， 用一个各阵元由不同信号驱动的阵
列向空间发射信号， 充分利用时空两维特性， 向用户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该新技术的一个基点是
， 信号将表现为没有简单规律可循的低截获特性， 从而向电子战提出了截获、 分选、 跟踪、 干扰上
的挑战。通信更是明确地提出需要使用安全信号， 其三个要素是： 没有参数、 没有周期、 统计不平
稳。于是， 电子对抗同样就面对没有参数和低截获的问题。尽管作者没有深入阐述这些新技术的发展
， 但是， 第2章的篇幅已经充分展示了辐射源的新形态， 特别是时间、 空间两维均不保证平稳， 这
无疑是当前电子战发展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
第3章讲的是侦察系统。不过与其说是在讲述提高灵敏度和信号分选、 识别的具体机理， 不如说是提
出了这方面存在的问题。读者必须深入考虑并回答这样的问题： 对于必须对抗的对象， 到底能在多
远的距离上有效地截获它们？当存在多个这样的对象， 特别是混杂在大量非敌对信号背景中时， 用
怎样的机制能将它们分选出来， 并在大部分时间上跟踪它们？第4章讲的是测向和定位。归根到底， 
辐射源的位置是极为有用的军事信息。虽然这部分的篇幅只约占全书的十分之一， 但是连同第2章的
部分内容， 它显示出电子战要千方百计地给出目标位置， 这是电子战技术十分重要的一部分。
第5章和第6章讲述的是干扰技术， 但是同时展开的、 甚至更为深入论述的是抗干扰技术。同时从正反
两个方面进行阐述是本书一个不错的切入点。正是由于两方面的论述， 让我们看到， 研究干扰， 提
出实际有效的干扰方法才是我们的目标。但是， 侦察和锁定对象已经很困难， 要获得干扰是否有效
的反馈更不容易， 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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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由姜道安主译， 胡来招主校。参加全书翻译、 校对等工作的还有王燕、 朱松、 秦平、 彭华、 李
铮。希望本书能为国内电子战界同行带来更多的思考。
电子战还面临着许多挑战， 需要我们去解决，
电子战还有许多新疆域， 有待我们去开拓。

译者201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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