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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全面归纳雷达基本知识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雷达目标识别领域的关键技术。
全书前6章为基础理论部分，包括：概述、雷达原理、高分辨率距离像、高横向距离分辨率技术、频
率和时域分析以及其他高分辨率技术。
第7～13章则分别阐述了雷达系统设计、雷达系统部件要求、天线设计、系统运用、雷达目标识别应用
、目标识别过程以及雷达和其他来源数据融合等关键技术知识。
最后一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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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雷达目标识别导论》在全面归纳雷达基本知识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雷达目标识别领域的关键技术
。
本书可作为电子工程及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参考教材，也可作为雷达专业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参
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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