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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环境下雷达系统与处理技术”专栏序言

雷达具有全天时全天候和远距离工作优势，常被用于光学等传感器难以工作的复杂环境中，尤其

在军事对抗博弈情况下，雷达更是工作于复杂电磁干扰环境中，这就给雷达设计者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包括雷达体制和信号处理方面都要有所创新才能应对敌方新型干扰。雷达工作体制与其天线单元分

布方式、信号波形等密切相关。回顾雷达天线扫描工作模式，从机械扫描到相控阵电扫描，再到收发全

数字阵列，再结合信号波形设计，出现了相控阵雷达、多输入多输出（MIMO）雷达、频率分集阵（FDA）

雷达或更为广泛的波形分集阵雷达，其中 FDA 雷达是对相控阵雷达的变革，即相控阵各个发射信号的

载频相同，变革为各个载频有差异，导致发射天线方向图不仅是角度的函数，而且是时间/距离的函数，

从而为相控阵雷达在角度不能区分来波信号的情况下提供了用达到距离不相同来区分信号的新思路。

对于天线单元间距达到数百米甚至数十公里时，形成分布式或网络化雷达，从多个站点不同角度观测

目标，以应对隐身目标、主瓣干扰等问题。

从雷达接收的回波中提取目标信息，信号与数据处理起到了大脑的作用，尤其在复杂电磁环境中，

雷达回波信号统计特性呈现非平稳、非高斯、非均匀等特性，对基于傅里叶变换理论的传统线性处理方

法提出了挑战，而非线性处理理论远没有形成。雷达的传统信号处理由波束形成、脉冲压缩以及多普

勒处理等若干个线性处理模块串/并联组成，这种串/并联处理方式在线性处理理论上是可以严格证明

的，但是非线性处理对于各模块串/并联组成没有理论依据。近年来提出的超线性处理研究虽然刚刚

开始，但是对于解决非平稳、非高斯、非均匀等复杂信号处理带来了新途径。

近年来普遍关注并投入广泛研究的人工智能及机器学习理论，同样对于复杂电磁环境下雷达信号

处理带来了新的研究方向，结合雷达回波信号模型知识和各方面的数据集来训练学习网络，有可能给

雷达信号处理带来意想不到的优势。

为推动对抗环境下雷达技术创新与高质量发展，《数据采集与处理》2024 年第 6 期特别策划“对抗环

境下雷达系统与处理技术”专栏，集中刊发南京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杭州电子科技

大学、南京邮电大学、三峡大学、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等单位知名学者团队的  6 篇论文。专栏论文聚焦对

抗环境下雷达系统与处理技术与应用的关键问题，对非平稳、非高斯、非均匀信号的检测、测距、测向等

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对国防军事领域的分布式对抗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很好地体现了对抗环境

下雷达技术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典型应用。相信本期专栏论文能为广大读者和研究人员把握对抗

环境下雷达技术领域前沿发展、探索科技创新与工程应用方向提供有益的参考与支持。

本期责任编委                             

廖桂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数据采集与处理》编委，曾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

子工程学院院长、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杭州研究院首任院长等职。长期致力于雷达信号处理技术

研究，尤其在阵列信号处理、空时二维自适应信号处理、运动平台雷达地面运动目标检测、小卫星

分布式雷达信号处理、合成孔径雷达信号处理、智能天线技术等方面开展了 30 余年的研究。  获
2008 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入选国家人事部颁发的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

选”，受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担任 2016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负责人、

2010 年度教育部长江学者创新团队“雷达信号处理”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