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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无线通信设备电路设计系列丛书之一，主要介绍与射频功率放大器电路设计相关的内容。
该系列丛书包含有《射频小信号放大器电路设计》、嚷射频功率放大器电路设计》、《混频器电路设
计》、《调制器与解调器电路设计》、《锁相环与频率合成器电路设计》和《单片无线发射与接收电
路设计》。
　　本书共有12章。
第1章介绍了射频功率放大器的输出功率、效率、线性、杂散输出与噪声等主要技术指标。
还介绍了A类、B类、C类、D类、E类、F类射频功率放大器的电路结构与工作原理，功率放大器电路
的阻抗匹配网络的基本要求，集总参数匹配网络和传输线变压器匹配网络的电路结构与工作原理，功
率合成器和功率分配器的电路结构与工作原理，前馈、反馈、包络消除及恢复、预失真、采用非线性
元件等功率放大器线性化技术，功率晶体管的二次击穿与散热等内容。
　　第2章介绍了采用MAX系列、MMG系列、MRF系列、PH系列、SXA系列晶体管构成的射频功率放
大器电路的主要技术性能、引脚端封装形式、内部结构、电原理图、印制电路板图和元器件参数等内
容（输出功率从几毫瓦至几十瓦，频率范围为40～3600 MHz）。
　　第3章介绍了采用2SK系列、MMH系列、MRF系列、NPT系列、PD系列、PTF系列场效应管（FET
）构成的射频功率放大器电路的主要技术性能、引脚端封装形式、内部结构、电原理图、印制电路板
图和元器件参数等内容（输出功率从几毫瓦至几十瓦，频率范围为175～3000 MHz）。
　　第4章介绍了采用AMMP系列、MSA系列、SGA系列、SNA系列、TGA系列、XP系列单片微波集
成电路（MMIC）构成的射频功率放大器电路的主要技术性能、引脚端封装形式、内部结构、电原理
图、印制电路板图和元器件参数等内容（输出功率从几毫瓦至几瓦，频率范围为DC～40 GHz）。
　　第5章介绍了采用AP系列、ATF系列、MHL系列、MHw系列、PHA系列、PTH系列射频功率放大
器模块构成的射频功率放大器电路的主要技术性能、引脚端封装形式、内部结构、电原理图、印制电
路板图和元器件参数等内容（输出功率从几瓦至几百瓦，频率范围为10～6 GHz）。
　　第6章介绍了采用AwT系列、MAX系列、MRF系列、RF系列、SPA系列、T系列单片射频功率放大
器集成电路构成的功率放大器电路的主要技术性能、引脚端封装形式、内部结构、电原理图、印制电
路板图和元器件参数等内容（输出功率从几毫瓦至几瓦，频率范围为150～960 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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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射频功率放大器电路的电路结构、工作原理、分析方法等电路设计所需要的相关信息，介
绍了采用射频功率晶体管、射频场效应管（FET）、单片微波集成电路（MMIC）、射频功率放大器
模块、单片射频功率放大器集成电路构成的射频功率放大器电路实例的主要技术性能、引脚端封装形
式、内部结构、电原理图、印制电路板图和元器件参数等内容。
    本书突出“先进性、工程性、实用性”的特点，可以作为从事无线通信、移动通信、无线数据采集
与传输系统、无线遥控和遥测系统、无线网络、无线安全防范系统等应用研究的工程技术人员在进行
射频功率放大器设计时的参考书和工具书，也可以作为高等院校通信、电子等相关专业本科生和研究
生的专业教材和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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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射频功率放大器电路基础　　1.1　射频功率放大器的主要技术指标　　射频功率放大器
是各种无线发射机的主要组成部分。
在发射机的前级电路中，调制振荡电路所产生的射频信号功率很小，需要经过一系列的放大（如缓冲
级、中间放大级、末级功率放大级），在获得足够的射频功率后，才能馈送到天线上辐射出去.为了获
得足够大的射频输出功率，必须采用射频功率放大器。
射频功率放大器电路设计需要对输出功率、激励电平、功耗、失真、效率、尺寸和重量等问题进行综
合考虑。
射频功率放大器的主要技术指标是输出功率与效率，这是研究射频功率放大器的关键。
而对功率晶体管的要求，主要是考虑击穿电压、最大集电极电流和最大管耗等参数。
为了实现有效的能量传输，天线和放大器之间需要采用阻抗匹配网络。
　　1.1.1　输出功率　　在发射系统中，射频末级功率放大器输出功率的范围可小至毫瓦级（便携式
移动通信设备）、大至数千瓦级（发射广播电台）。
为了有效地表示功率电子的大小，最好的方法就是用dB来作为功率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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