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 者 按

欣悉近来出版了几部我国 自己专家撰写的声学方面书籍
,

这

些是乘改革之风绽开的一朵朵瑰丽的新葩
,

值得庆贺
.

这几部书籍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我国声学事业 的发 展 与 成

就
.

从理论
、

实验到应用皆论述详实
,

深人浅出
.

声学领域内和关

心声学的读者可从中受益 ; 它们对我国声学工作的开展将起到推

动作用
.

为此本编辑部特地约请有关学者组写了这批书评
,

下面谨以书籍出版
·

时间为序向读者推

荐
.

为繁荣祖国的声学事业
,

我们热忱欢迎作者和读者就国内外有关声学
、

声学应用的新书
,

向我

刊及时介绍
.

主动声呐检测信息原理

中科院东海工作站 向大威

近代信号处理技术的发展
,

进一步开辟了水声学

在国防和海洋开发方面的应用前景
.

远距离
、

高分辨

检测已是近代水声或声呐装备的主要性能指标
.

但海

洋环境和目标变化是复杂的
,

因此
,

声呐系统对使用环

境的适应能力也成为其性能是否优越的评价标准
.

声

呐设计者也不能只限于能量关系 (声呐方程 ) 的考虑
,

必须从信息角度根据声呐环境物理因素来选择声呐参

数
。

朱垫研究员著
《
主动声呐检测信息原理

》
一书于

1 9 , 。年 10 月由北京海洋出版社出版
, “ 万字

,

作者

在长期从事主动声呐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

根据国内外

有关主动声呐的最新理论和技术
,
撰写了这一专著

,

对

这一问题作了较成功的探讨
。

与国内外有关专著相比

较
,

这一专著有如下几个特点
。

1
.

用信息论和通信理论观点
,
全面

、

系统地讨论了

主动声呐全过程
.

将整个过程看成是波形分辨和模糊

等信息变换过程
,

并提出以算子或网络形式表示的主

动声呐检测方程
,

弥补了声呐方程的不足
.

2
.

全书着重讨论主动声呐的三要素
,

即声呐波形
,

声呐信道 (传输
、

目标散射和混响过程 )和声呐接收机

以及三者之间的适配关系
.

最后用两章篇幅专题讨论

如何根据信道特征优化选择和设计最佳波形和接收机

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

3
.

用线性随机时变空变网络模型来描 述 声 呐 信

道
,

突出水声信号即传输信号
、

回波和混响的随机时变

非平稳性
.

因此用两章篇幅专题讨论了线性随机信道

和非平稳时变随机信号的分析原理和方法
,

其中包括

信号时频分布
、

时变状态变量和统计序列模型
、

信道相

干和散射函数等新专题
。

这些专题有利于水声物理研

究人员对工程应用需要的了解
.

4
.

有近三分之一 (三章 )的篇幅
,
用唯象学方法给

出并讨论了传播
、

目标散射和混响的基本物理机理和

模型 (如多途
,
起伏

,

亮点散射
,

目标扩展及混响的时频

空统计模型等 )
.

为水声工程设计人员直观地了解必

要的物理基础
。

,
.

全书内容安排由浅人深
,

既重视基本概念 (如信

息
,

相关
,
分辨

,

模糊度函数
,
脉冲压缩和匹配滤波

,

信

道衰落及分集接收等 )的阐述
,

也对有关最新理论和技

术 (如宽带模糊度函数
,

FF T 等匹配滤波技术
,

信道匹

配
、

自适应和宽容接收等 )列专题讨论
.

配合百余幅实

际记录图象更有利于对这些专题的理解
.

总之
,
这本专著观点新颖

,

题材丰富
,
就涉及内容

的广度和深度而云
,

迄今为止还未见有类似的专著
,

因

此深受声呐工程设计人员
,

水声物理研究人员甚至声

呐指挥操作人员欢迎
.

对雷达
、

通信
、

海洋和地球物理

等领域的研究人员
,
也能从中获得伸益

。

其缺点是个别专题讨论不够深人
.

有些专题尚在

发展中
,
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

也许由于这是一本讨论

检测问题的专著
,

因此对有关专题如空间场匹配
,

参数

估计和目标识别方面的问题讨论得甚少
,
但这也是近

代主动声呐设计所关心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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