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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精确制导与控制是包括导弹在内的制导武器的第一性能和最重要的战术要求，而系统建模与仿真是实
现业确制导与控制必不可少的技术手段。
为此，本书首次集制导、控制与仿真为一体，以导弹为例全面系统地阐述精确制导与控制理论和技术
，包括系统硬件与软件分析、设计及仿真研究。
其内容丰富、新颖，力求反映当今该领域的先进理论和学术技术水平，同时概括作者40多年来的重要
教学和科研成果。
    本书适用于从事飞行器制导、控制及其他复杂系统信息探测、采集、处理和控制研究、设计与计算
机仿真的科学工作者和工程技术人员，亦可作为航空、航天、航海高等院校相关学科专业高年级学生
、研究生和教师重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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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兴堂，空军防空导弹精确制导与控制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空军级专家。

    1942年2月出生于陕西省三原县，1965年7月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飞机设计与制造专业，1968年非线性
振动理论研究生毕业。
现为空军工程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任中国系统仿真学会常务理事、陕西省系统仿真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自动化学会仿真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航空学会飞行力学及飞行试验分会委员、中国计算机用户协会仿真机分会理事、《系统仿
真学报》编委会副主任。

    长期从事导航、制导与控制和飞行器系统建模与仿真教学、研究工作。
曾获省部级科技成果奖2项、军队科技进步奖6项；主持并完成国防科技预研项目3项、国防科技预研基
金课题4项；公开出版专著、译著和参与编写大型工具书11部：《现代飞行模拟技术》、《空中飞行模
拟器》、《现代系统建模与仿真技术》、《应用自适应控制》、《机动飞机实用空气动力学》、《飞
机舵面的传动装置》、《物理量传感器》、《新俄汉科技综合词典》、《精确制导、控制与仿真技术
》、《导弹制导控制系统分析、设计与仿真》及《俄汉航空航天航海科技大词典》；在国内外发表学
术论文8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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