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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论述了电磁场与微波技术的基本理论，基本技术和基本分析方法。
主要包括矢量分析、静电场与恒定电场、恒定磁场、时变电磁场、平面波的传播、反射和折射、传输
线理论、微波传输线以及无源微波元件。
在每一章之后都有紧密结合该章基本内容的练习题。
以便于读者练习和加深理解。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电子信息类和通信类专业的技术基础课教材，也可作为从事电子信息等工程技
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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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信息通信专业教材系列：电磁场与微波技术》是在借鉴国内外优秀教材成功之处的基础上，结
合作者多年从事电磁场与微波技术教学的经验编写而成的，根据面向21世纪电类技术基础课程教学改
革的要求，并考虑到电子类专业的特点，精心选择了教材的内容，注重对电磁场与微波技术的基本概
念、基本规律、基本分析方法的介绍；注重对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内容力求由浅入深、重点突出、结论明确，基本理论推导去繁就简，着眼于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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