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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信号处理”专刊序言 

保  铮 

雷达是一种重要的电磁传感器，在国防和民用领

域均有广泛应用。雷达早期的主要任务是防空，主

要功能是目标探测和定位，发展至今，雷达具备了

成像、识别、干扰抑制等功能，其应用领域、承载

平台也得到了广泛扩展。在雷达技术的发展历史中，

远程预警、侦察监视、高精度测量、空间目标监视、

精确制导、环境遥感等应用需求是重要的牵引力量，

相参化、固态化、数字化、阵列化、自适应处理等

关键技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作为一个

多学科交叉的技术领域，雷达技术的发展对信号处

理、电磁场与微波、计算机、微电子、控制、机械

电子等学科的发展也发挥了重要的推动和牵引作

用，相关技术也推广应用于通信、声呐、导航等领

域。 

在看到发展成绩的同时，还应该看到雷达技术

仍有很大发展空间。从满足需求的角度来看，复杂

电磁环境、复杂传播环境以及复杂杂波环境下的稳

健探测问题还没有有效解决，高超声速平台、无人

平台载雷达技术尚不成熟，微弱目标探测技术还有

较大差距，高分辨成像及图像信息提取等技术还不

能满足应用需求，可信稳健的目标识别能力尚不具

备等；从探测性能的角度来看，雷达目标自动检测

的性能和人工检测性能尚有差距，雷达能量利用率

还有较大提升空间，雷达和目标及环境的自适应匹

配能力有待于进一步提高，雷达回波中包含的气象、

杂波、干扰及目标等信息没有充分得到挖掘和利用

等。当前，计算速度、存储能力不断提高，器件的

功率、效率、集成度等指标也日益先进，数据获取

能力不断增强，信号处理和机器学习算法的研究也

有长足的进步，这些都为雷达技术的深入发展和雷

达性能的持续提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近年来，我国在雷达技术领域有了长足的发展，

系统设计能力不断提高，新体制雷达不断研制成功，

先进信号处理算法不断应用，和国外先进水平的差

距逐渐变小，处于从跟踪研究向引领发展过渡的重

要时期。此时，《电子与信息学报》出版雷达技术专

辑，较为系统地总结雷达技术的发展成果，对推动

雷达技术创新发展，促进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都

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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