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天线合成孔径雷达成像理论与方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多天线合成孔径雷达成像理论与方法》

13位ISBN编号：9787118071924

10位ISBN编号：7118071927

出版时间：2010-12

出版社：国防工业出版社

作者：王文钦

页数：32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多天线合成孔径雷达成像理论与方法》

内容概要

《多天线合成孔径雷达成像理论与方法》旨在总结作者在多天线SAR成像领域的多年研究成果，并吸
取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比较系统和全面地论述多天线SAR成像理论与方法。全书以新体制多天
线SAR的关键技术为主线，阐述了多天线SAR成像理论与信号处理方法。在介绍多天线SAR成像的研究
动态与研究意义和基本数学基础知识后，分别阐述了方位向多天线SAR和距离向多天线SAR成像方法
，并提出了方位向和距离向联合多天线SAR成像方法;然后，提出了分布式多天线SAR的时间、相位和
空间同步解决方法，讨论了基于低精度运动传感器和信号处理算法相结合的运动补偿方法，以及成像
处理算法;最后，讨论了多天线SAR三维成像方法。在阐述各章理论与方法的同时，包括了多天线SAR
在地面运动目标检测与成像方面的应用。
《多天线合成孔径雷达成像理论与方法》可供在SAR信息获取与处理、微波遥感与成像、对地观测技
术、雷达信号处理、信号与信息处理等领域从事教学、科研的研究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参考阅读，也
可作为相关学科的研究生教材和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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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题目当时听吸引我的，读了之后发现一般般，跟大多数雷达成像书内容雷同。
2、该书内容空泛，希望或许能有改进，便于继续进步。
3、在多天线合成孔径雷达方面已经是最全面的书了
4、当地的书店没找到这本书，还是当当货全啊！
运输速度再快点的话，就更完美了。
5、终于买到了。
6、该书对物理概念阐述的比较清楚，好多观点确实是作者自己的思考的结果，值得有关科技人员和
研究生阅读。
7、这种纯理论的，没有实用价值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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