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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电子通信系统的工作频率不断提高。
目前，几百MHz到GHz频率的无线通信应用越来越多，例如，GSM移动电话系统工作于890～915 MHz
及935～960 MHz频段，全球定位系统(GPS)工作于l 227．60-1 575．42：MHz频段，无线局域网(wLAN)
、个人通信、码分多址(cDMA)和第三代移动通信(3G)等也都工作于GHz，这使得在此频率范围内的射
频电路应用日趋广泛。
对计算机来说，CPU的工作频率已经达到GHz，同样需要考虑在此频率下射频电路的设计问题。
可以看出，射频技术在各个领域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
　在电子通信系统中，只有使用更高的载波频率，才能获得更大的带宽。
无线通信需要采用天线发射和接收信号，工作频率越高，天线尺寸越小，这迎合了现代通信对尺寸小
型化的要求。
正是由于上述技术原因，越来越多的电子通信系统使用了有较高频率的射频频段，带来了射频应用的
繁荣，并推动射频技术进一步发展。
　基尔霍夫电路理论只能用于直流和低频电路的设计，不能用于射频电路的设计。
低频电路理论称为集总参数电路理论，射频电路理论称为分布参数电路理论，低频电路与射频电路显
著不同。
对于目前广泛使用的射频频段，必须采用全新的射频电路理论加以分析。
　射频电路主要应用在无线通信领域，在一个射频系统里需要处理收、发2个过程，其中涉及很多射
频电路的设计，包括滤波器的设计、放大器的设计、混频器的设计及振荡器的设汁等，这些电路构成
射频电路的基本组成部分。
读者通过掌握上述电路的原理和构成，可以对射频电路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本书除引言外共9章，第1章为传输线理论，第2章为史密斯圆图，第3章为射频网咨基础，这3章系
统地介绍了射频电路的基本概念、基本参数、图解工具和基本研究方去；第4-9章为谐振电路、匹配网
络、滤波器的设计、放大器的稳定性及增益和噪声、改大器的设计、振荡器和混频器，这6章构成了
完整的射频电路解决方案。
　本书每章都配有一定数量的习题。
　全书由黄玉兰编写，第1章插图由范谨绘制。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肯定会有一些缺点和错误，敬请广大专家和读者予以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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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传输线理论和射频网络的观点出发，系统地介绍了射频电路的基本理论及设计方法，同时
将圆图的图解方法应用到射频电路的设计中。
全书除引言外共9章，第1～3章为传输线理论、史密斯圆图和射频网络基础，系统地介绍了射频电路的
基本概念、基本参数、图解工具和基本研究方法；第4～9章为谐振电路、匹配电路、滤波器、放大器
、振荡器和混频器，这些电路可以构成完整的射频电路解决方案。
书中不仅列举了大量具有实用价值的例题，并以较大的篇幅详细地给出了求解过程；而且每章配有一
定数量的习题，可供教师选用和学生自测。
　　本书可以作为普通高等院校电子、通信、微电子及计算机通信类本科生的教材或参考书，也可供
从事射频、微波及相关专业的技术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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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系统介绍传输线理论、射频网络理论、无源射频电路设计及有源射频电路设计，讲解如何用史密
斯圆图设计电路。
　　本课程将射频的波动理论引入电子学，形成射频电路理论与设计方法，目的使学生对射频有一个
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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