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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航是一个高新技术应用非常密集的行业。
通信（Communication，简称C）、导航（Navigation，简称N）、监视（Surveillance，简称S）和空中交
通管理（Air Traffic Management，简称ATM）共同构成了新航行系统（CNS/ATM），其中CNS为ATM
提供了技术支持和保障。
各种通信、导航和监视新技术都在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和飞机机载电子系统中不断得到应用，通过空地
协作的方式来保障飞行安全和航班正点，并提高航空公司的运输效益。
　　作为民航高等院校通信工程专业的教育工作者和负责人，我一直在思考该专业如何办出水平和特
色，为行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在同行业内用人单位沟通时，他们提出既希望学生上手快（过去民航院校毕业生的特点），又希望学
生基础好、后劲足（社会重点大学毕业生的特点），但两者难以同时兼顾。
在广泛调研国内外重点高校通信工程专业课程设置的基础上，我提出了“厚基础+特色专业模块”的
教学改革思路。
所谓“厚基础”，就是把学生的基础打扎实，凡是社会和民航都需要的知识单独开课，其目的是让学
生有发展后劲，有能力适应民航CNS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变化。
在此基础上，我们把民航行业特殊需要的CNS方面的内容集成到3门特色专业模块上，分别对应民航空
管和航空电子的通信、导航和监视，这些课程的内容将“与时俱进”，随着民航使用技术和设备的变
化而变化，但所占学时又不多，可以较好解决“厚基础”和“上手快”的矛盾。
实践证明，这种教改思路是成功的，近年来我们培养的学生受到了民航用人单位的好评，到社会就业
的学生也表现不俗。
　　本书从理论、系统及实践的角度，广泛而简洁地介绍了典型空管系统和飞机上各种不同的通信系
统，通篇包含操作实例与个例研究。
它是我们选定的比较理想的民航通信模块特色教材。
关于导航和监视方面的另外两本特色教材正在编写之中。
　　近年来，随着我国国产大飞机项目的实施、低空开放将带来通用航空这一战略性产业大发展、空
管CNS设备国产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民航和航空界迫切需要一本能涵盖空管和航空电子CNS方面的相
关著作，由此本书应运而生。
本书的翻译出版工作也得到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课题（2011BAH24B12）“通用航空综合运行支持
系统”的部分支持。
　　本书既适合于民航管理局、空域管理提供商、监管机构的工作人员，也适合于飞机制造商、无线
电设备制造商以及航空工程、通信工程或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大学生。
　　全书由中国民航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的教师负责翻译，其中马愈昭博士负责翻译第1章和第2章
中的2.1～2.7节、第12章以及附录1～4，王文益博士负责翻译第2章的2.8～2.19节，刘海涛博士负责翻
译第3、4、5、6章，冯青负责翻译第7、8、9章，石庆研负责翻译第10章，许明妍翻译第11章。
全书由吴仁彪教授统一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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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航空无线电通信系统与网络》介绍航空无线电通信系统与网络。
全书共分为12章，首先介绍航空无线电系统、电波传播和通信方面的基础知识，随后重点阐述了甚高
频话音与甚高频数据链通信系统、军用航空通信系统、远程通信系统（包括高频话音、高频数据链通
信系统和移动卫星通信系统）、航空遥测遥控系统、未来航空移动通信系统、航空电信网的组成及工
作原理、航空无线电地面设备安装及使用方法、机载电子设备，最后还介绍了航空通信系统电磁兼容
及频谱管理方面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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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同步字段由多个定时同步与细定时同步序列构成。
需要强调的是，在LINK16系统中，任何一个终端可使用多种技术手段来实现终端的定时同步功能。
LINK16系统采用以上定时同步机制的原因是，确保各个通信终端具有最大的独立性，以保证网络出现
故障时，网络具有最大的灵活性与抗毁灭性。
在短时间内，通信终端可通过自身携带高的精度原子钟来来实现终端的网络定时同步，但随着时间增
加，LINK16系统可使用以下两种方法来实现通信终端的网络定时同步功能：第一，各个通信终端通过
向网络主时钟源进行同步的方法来实现网络的定时同步，网络主时钟源也称为“网络定时参考”，网
络主时钟源的职责由网络内各个通信终端轮流承担；第二，网络内所有通信终端通过向一个更加精确
的时钟源进行同步，以确保整个网络的定时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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