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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雷达是重要的信息获取装备，是各种先进作战平台和指挥控制系统的耳目，在国防建设、经济建
设、科学研究中应用广泛并获得了持续发展。
相控阵雷达具有快速改变天线波束指向和波束形状、可用多部发射机在空间进行功率合成、易于形成
多个发射与接收波束、可使相控阵天线与雷达平台共形等特点，在观测高速运动目标、实现多种雷达
功能和多目标跟踪、推远雷达作用距离等方面都具有特别的优势，因此成为当今雷达发展的主流。
　　随着雷达观测目标种类的增多，要求雷达测量的目标参数不断增加并提高雷达电子对抗能力及目
标识别的能力，有源相控阵雷达、宽带相控阵雷达、数字相控阵雷达、多波段综合一体化相控阵雷达
成了当今相控阵雷达发展的重要方向。
相控阵雷达的工作频段也在不断扩展，除了常用的微波波段外，向下已扩展至短波波段，例如天波、
地波超视距雷达；向上已扩展至毫米波波段；现正开始研究光波波段的相控阵雷达。
　　相控阵雷达及其技术的高度发展，受到国内外各方面的高度重视。
国内从事雷达研究、生产、教学与使用的部门与有关人员对深入了解相控阵雷达及其技术的兴趣与需
求持续提高。
这是促使南京电子技术研究所组织撰写《相控阵雷达技术丛书》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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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书中介绍了相控阵雷达T／R组件工程技术。
全书共分8章，包括相控阵雷达与固态T／R组件、T／R组件中的理论基础、T／R组件中基本的微波元
件、T／R组件集成化与数字化等新的技术进展、先进的T／R组件工艺、T／R组件测试技术以及T／R
组件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并给出了一些应用实例。
    读者对象：主要有在校微波技术专业、电子工程专业学生以及从事雷达、电子对抗、通信微波系统
研究的工程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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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明春，江苏扬州人，1984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空间物理专业，获理学学士学位，1989年毕业
于南京电子工程研究中心电磁场与微波技术专业，获工学硕士学位，研究员级高工。
1984年至今一直从事雷达天线的研制工作，先后担任研究室主任、研究部部长、副总工程师、首席专
家、天线与微波技术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主任，现任南京电子技术研究所副所长。
1999年进入江苏省“333跨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工程”  第二层次，2003年进入江苏省“333新世
纪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工程”第一层次。
历年来共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3项；“电子部科技进步特等奖”1
项；“国防科学技术奖”一等奖2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1项；“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科学技术奖”
特等奖2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2项。
主要研究领域：天线微波，孔径综合与自适应，天线隐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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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通用化是模块化的先驱。
通用化是T／R组件标准化的第一步，它以功能单元或部件的互换为前提，包括功能互换和尺寸互换，
只有同时具备这两种性能的功能单元或部件才能做到完全互换替代，实现通用化。
通用化单元的通用性越强，应用范围越广，效果就越好。
　　（2）系列化是通用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这是根据同类产品（一般同频段）的发展规律和使用需求，将其主要参数按一定数列做合理安排或规
划，对其形式和结构进行规定或统一，从而有目的地指导同类产品发展的一种标准化形式。
　　（3）模块化是标准化的最终产物。
从工程应用角度来看，T／R组件模块化和组合化的概念大同小异。
通俗点说，所谓模块化或者组合化就是在对一类产品进行功能分析和分解的基础上，划分并设计、生
产出一系列通用模块或标准模块。
然后从中选取相应的模块并同新设计的专用模块和零部件一起进行组合，以构成满足不同需要的新产
品的一种标准化形式。
　　自上而下合理划分模块，建立模块体系是模块化设计的核心和关键。
模块化体系自下而上可分为元件级、器件级、部件级和设备级等多个层次，其中，模块又有通用模块
、专用模块和特种模块之分。
按照模块化设计方法，一套新型模块化装备就等于大量的通用模块加上少量的专用模块、再加上若干
模块连接器构成。
其中的通用模块质量可靠、库存充足，设计师可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少量的专用模块及模块连接器的研
究上，而且明确接口关系，这样研制过程就可大大简化。
因此这种设计方法具有研制周期短、风险小、通用性强、可靠性高、简化维修和后勤保障，以及体积
小、质量轻、成本低等诸多优点。
国内外的实践证明，在现代雷达的总体布局中贯彻模块化原则十分必要，可望以较少投入换取显著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美、英、法等国的军用雷达在20世纪90年代基本上都已经实现了“模块化”，呈现出普遍采用固
态电路和数字技术，电路装在插入式多层板上，整个系统除天线外均可装入标准机柜内，形成积木式
结构等特点，电路则全部由外场可更换单元构成，结构紧凑，可快速装拆和更换，使同一部雷达具有
不同功能。
我国T／R组件模块化工作自1992年开展以来，也取得一定成果，但与国外相比尚有较大距离，还需要
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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