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反辐射武器攻防对抗理论与试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反辐射武器攻防对抗理论与试验>>

13位ISBN编号：9787121180491

10位ISBN编号：7121180499

出版时间：2012-9

出版时间：电子工业出版社

作者：周颖　等著

页数：349

字数：57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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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反辐射武器攻防对抗理论与试验>>

前言

　　反辐射导弹是专门用于攻击雷达等各类辐射源的进攻性武器，当它初次在越南战争中面世后，其
对于防空火力网的压制效果一度让越南北方的地面雷达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反辐射导弹更是在贝卡谷地袭击战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战绩，反辐射攻击成
为一种经典的夺取制电磁权模式。
基于这些成功的应用，反辐射制导逐步在各种武器平台上得到了广泛运用，包括反辐射无人机、反辐
射炮弹和反辐射炸弹等，成为历次现代信息化战争中压制和摧毁各类辐射源、夺取制电磁权和制空权
的重要手段。
　　正是由于反辐射武器具有巨大威力，世界军事强国在发展各类新型反辐射武器的同时也在大力研
究防御反辐射攻击的方法，其中有源诱偏技术是目前公认的对抗反辐射攻击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它充
分利用了反辐射导引头角度分辨能力不足的弱点，使其攻击落点偏离攻击目标。
反过来，反辐射武器又可以借助多模复合制导、超分辨算法等措施来反制有源诱偏系统等。
反辐射攻击与防御正是在这种对抗中相互促进，螺旋式上升发展。
　　本书是一本反辐射攻击与防御领域的专著，是作者多年的研究成果，内容丰富，既有理论研究，
又有工程应用；既有外场试验，又有模拟仿真。
全书紧扣“理论方法－试验技术－综合评估”的脉络，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取得的研究成果进
一步丰富了电子信息系统的试验理论和技术，可为外场试验方案设计和鉴定评估提供指导，也可为半
实物仿真提供方案设计和模型支撑，书中搭建的对抗仿真平台可为相关战术使用提供仿真试验环境。
本书给出的研究成果还能够为雷达与诱饵站的建设、反辐射武器抗干扰设计以及双方的战术应用等提
供参考。
　　本书共分为12章，从结构上可以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1～3章）从系统对抗的角度介绍了反辐射攻防对抗的发展历程和趋势，以及对抗双
方的总体技术。
其中，第1章是绪论，从“攻”、“防”、“评估”三方角度系统归纳了反辐射武器攻防对抗的发展
历程、现状和发展趋势，对于全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进行了介绍。
第2章是反辐射武器的总体技术，对于不同被动导引头的实现方法和测角精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述
分析。
第3章是有源诱偏系统的总体技术，对于其使用模式和诱偏效果也做了分析。
　　第二部分（第4～6章）主要探讨了反辐射武器抗有源诱偏的理论和方法。
其中，第4章为一般性论述，并提出了利用敌我识别询问信号抗诱偏、抗诱偏数据处理等多种新方法
。
第5章专门论述了空间谱估计和单脉冲复合测角的方法。
第6章专门论述了被动寻的与惯导信息融合导引的理论方法，为提高反辐射导引头抗诱偏能力提供了
理论支撑。
　　第三部分（第7～11章）综合外场实装试验、半实物仿真试验、数学仿真试验三个手段研究了反辐
射攻防对抗的试验技术。
其中，第7章从试验模式和思路、试验设计、关键技术等层面着重研究了外场试验，分析解决了外场
试验中的若干关键技术问题，并进行了基于统计理论和灰色理论的数据处理方法研究。
第8章则是着重论述了开展半实物仿真试验的相关方法和实现。
第9～11章主要研究了数学仿真试验，重点开展了相干视频信号级的建模仿真工作，建立了对抗双方的
模型体系，在此基础上搭建了反辐射武器与有源诱偏系统对抗数字仿真试验软件系统，并利用数据开
展了模型校验的研究。
　　第四部分（第12章）是全书落脚点，是有关反辐射攻防对抗综合评估技术，是试验技术的延续和
成果表现。
在综合评估研究层面，对作战效能和作战能力等概念进行了比较和澄清，并对效果和效能评估中的带
有一般性的问题进行了思考，然后从基于多级分离点的作战能力评估、基于指标非线性聚合的作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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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评估、基于脱靶量和生存概率的作战能力评估三方面进行了作战能力评估的研究。
　　全书由周颖拟定内容大纲并统稿，其中第1～4章由周颖、许宝民撰写，第5、6章由刘义、李宏撰
写，第7、8章由甘德云、李益民撰写，第9、10、11章由周颖、甘德云、许宝民撰写，第12章由周颖、
刘义、甘德云撰写。
此外，吴新、徐阳，朱少广、郭慧峰、杨英科、李德顺、陈瑛、王琼、韩慧、姜芳、傅义源、焦兵、
王润梅等许多同志为本书的出版做出了贡献，包括文字编辑、校稿、程序编写和校验等。
张宏伟、俞静一、范秋虎、林振宇，以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姜铁华、中电集团29所的唐勇等人参与
了部分模型的讨论，并提出了宝贵意见。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有幸得到了王国玉研究员的悉心指导和细致审阅，作者所在单位领导给予了
大力鼓励和支持，电子工业出版社的李洁编辑也提供了热心帮助和指导，在此向他们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参考和引用的文献均已公开出版，我们尽可能全部列于参考文献中，但百密一疏，在此还对
所有参考文献的原作者表示感谢。
　　本书系统性强，理论联系实际紧密，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实际应用价值，基本反映了相关研究
领域的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成果，是作者多年来在此领域深入研究与实践的结晶。
相信本书的出版，将推动相关试验理论和方法的进步，对于从事相关专业领域的研究、教学和工程技
术人员也一定会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虽然我们在撰写本书时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由于知识水平、能力及经验的限制，错误在所难免
，诚挚希望得到相关领域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作者　　2012年1月于河南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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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反辐射武器是专门用于攻击雷达等各类辐射源的电子战“硬杀伤”武器，是现代信息化战争中夺
取制电磁权和制空权的重要手段，有源诱偏技术是目前公认的对抗反辐射攻击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反辐射攻击与防御技术在这种对抗中相互促进，螺旋式上升发展。
本书是一本反辐射攻击与防御领域的专著，全书紧扣“理论方法－试验技术－综合评估”的脉络，开
展了系统深入的研究。
全书内容主要包括绪论、反辐射武器及其关键技术、有源诱偏技术及其效果、反辐射武器抗有源诱偏
的方法、空间谱估计和单脉冲复合测角、被动寻的与惯导信息融合导引、外场试验设计与试验方法、
半实物仿真试验系统与试验方法、反辐射导弹建模、有源诱偏系统建模、仿真模型校验与数学仿真系
统，以及反辐射导弹攻防对抗作战能力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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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此次飞行试验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中国湖试验场进行。
试验中，HDAM先由F-16战斗机发射，随后位于预先编制的“导弹命中区域”之外的第一部目标雷达
开机，由于该雷达不在攻击允许区域之内，导弹未对其实施攻击。
HDAM继续搜索目标，并在位于“导弹命中区域”之内的第二部雷达开机后立即将其锁定，在确认该
雷达位于“导弹命中区域”之内后，DAM立即将其摧毁。
试验结果表明，加装INS／GPS后“哈姆”反辐射导弹完全能自己根据预先编制的“导弹命中区域”来
选择攻击目标，确保摧毁指定区域的既定目标。
 高速反辐射导弹在2007年6月20日又进行了实弹试验，同样由F-16战斗机发射，成功击中两部雷达中指
定的一部。
此次试验证实了增加INS／GPS能力可以确保击中确定目标。
 据报道，2000年3月，美国海军在加州中国湖海军空战中心武器部靶场，从F／A-18“大黄蜂”战斗机
上进行了“先进反辐射导弹”（AARGM，即AGM-88E）的首次自由飞行发射试验。
CVT21（1号控制试验飞行器）按预编程进行了一系列机动飞行，并按弹上INS／GPS组件的信号截获
并命中一个模拟目标。
据美国海军称，CTV21达到了所有试验目的。
为了检验AGM-88哈姆导弹弹体能否完成新的多模导引头发出的末制导指令，CTV21完成了一系列包
络边缘机动飞行，随后又进行了CTV22的飞行试验和在复杂场景下进行4次制导导弹的飞行 试验。
 2007年5月25日，阿连特技术系统（ATK）公司和美国海军在中国湖靶场利用F／A-18战斗机试射
了AGM-88E，此次试验是AGM-88E系统研制与演示验证阶段的首次研制试验。
试验中，导弹与飞机安全分离，在命中目标前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巡航，并通过制导系统直接命中目标
。
试验验证了AGM-88E与F／A-18集成的有效性，AARGM对时间敏感目标的远程、超声速、PS精确打击
能力，AGM-88E与ATK公司通用弹药嵌入式试验／重编程设备（CMBRE）、联合任务规划系统的兼
容性，以及AGM-88E与F／A-18C／D软件设置的兼容性，并成功将AGM-88E的软、硬件与原来
的AGM-88高速反辐射导弹部件相集成。
 2008年8月3日，ATK公司、美海军及意大利空军在美海军中国湖靶场再次进行了AGM-88E先进反辐射
导弹的飞行试验。
该试验是该导弹2次作战鉴定试验的首次。
试验中，AGM-88E导弹从一架F／A-18D战斗机上发射。
根据真实的作战想法，验证了该导弹在复杂环境下识别防空系统目标以及准确命中的能力。
 2009年4月13日，ATK公司、美国海军及意大利空军在中国湖靶场再次成功试射了一枚AGM-88E先进
反辐射导弹。
此次试验中，先进反辐射导弹在事先布置好的用来测试该导弹性能的战场环境中从F／A-18C战斗机上
投放。
试验测试的能力有识别、定位、跟踪多个雷达信号发射源目标以及对这些目标进行优先级排序的能力
。
在飞行过程中，该导弹成功识别出一个突然出现的重要辐射源目标，并将其与其他多个次要目标区分
开，然后转换制导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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