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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微波技术与天线”不仅是信息工程以及电子科学与技术等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而且
在一些新兴学科中也同样是一门重要的专业课程。
　　本书是为高等学校工科电子信息类专业本科生编写的教学用书，并于2006年经教育部批准为普通
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本书是在作者参加编写的同名“九五”规划教材中有关“微波技术”内容的基础上，经进一步加
工、补充编写而成。
本书的编写宗旨是，根据实际需要，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与“微波技术与天线”有关的基本理论、基
本概念、基本分析方法和基本工作原理。
本书对理论分析的阐述，力求准确明了；对数学公式的推导，力求简洁易懂；对结果的讨论，力求概
念明确。
　　本书的主要内容为：第1章绪论，简述微波的特点、应用以及天线的功能与分类；第2章传输线理
论，介绍微波传输线的基本传输特性及其分析、计算方法；第3章微波规则传输系统，主要讲述各种
金属波导（包括同轴线）以及常见集成传输系统的基本分析方法、传输特性。
以及基本计算、设计方法；第4章微波谐振腔，讲述传输线谐振器的基本特性和金属谐振腔以及集成
谐振腔的基本工作原理以及分析方法；第5章微波网络基础，主要介绍微波传输系统和元件等效为网
络的基本理论，重点介绍各种网络参量的基本特性以及信号流图的应用；第6章微波无源元件，介绍
常用微波互易元件的基本特性、分析方法和基本工作原理以及微波铁氧体的基本特性和铁氧体器件的
基本工作原理；第7章天线则介绍电磁波辐射的理论基础和一些常用线天线和面天线的基本分析方法
、基本工作原理和基本特性。
　　本书借鉴国内外优秀教材的成功之处，并结合作者多年从事“微波技术与天线”教学实践的经验
组织内容，具有以下特点：　　①在内容安排上，注意基本内容和重点内容的阐述，注重数学公式的
推演或证明，加强对新内容和新技术的介绍，便于读者熟悉微波技术与天线内容的同时，增强对采用
“场”或“场”与“路”结合的基本规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②在注重介绍微波技术与天线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同时重视对微波
技术与天线中难点问题或一般教材中讲述较少的内容的介绍，便于读者扩大知识面，提高运用所学的
理论解决综合性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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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微波技术与天线》讲述与“微波技术与天线”有关的基本规律、基本分析与计算方法以及基本
工作原理。
《微波技术与天线》力求内容精练，物理概念清晰，文字易懂，便于自学。
全书共分7章：绪论、传输线理论、微波规则传输系统、微波谐振腔、微波网络基础、微波无源元件
以及天线。
《微波技术与天线》每章均精选了大量的例题和习题，其中例题和习题涵盖核心内容，选题广泛，难
易适中。
　　《微波技术与天线》可供工科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等专业的本科生、专科生以及高职学生
用作教材，也可供高等学校有关专业的学生和有关科技人员用作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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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随着无线电技术特别是现代移动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对天线提出了许多更高、更新的要求，天
线的功能也不断有了新的突破。
除了完成高频能量转换外，天线系统还能对传递的信息进行一定的加工和处理，例如单脉冲天线、自
适应天线、多波束天线、智能天线以及MIMO技术等。
　　天线的种类繁多。
按用途的不同，可将天线分为通信天线、广播电视天线、雷达天线等；按工作波长的不同，可将天线
分为长波天线、中波天线、短波天线、超短波天线、微波天线以及毫米波天线等；按极化特性的不同
，可将天线分为线极化天线、圆极化天线、椭圆极化天线以及双、多极化天线等；按频带宽窄的不同
，可将天线分为窄带天线、宽带天线以及非频变天线等；按工作原理不同，可将天线分为线天线和面
天线。
当然，天线还有一些其他的分类方法。
　　研究天线的问题，就是研究天线所产生的空间电磁场分布以及由其分布所决定的天线的特性。
求解天线问题的实质，就是求解满足特定边界条件的麦克斯韦方程组的解。
严格求解天线问题是非常复杂和困难的，因此，对具体天线问题往往将条件理想化，采取近似处理的
方法来获得所需的结果。
目前，随着计算机仿真软件的不断涌现，人们往往依靠电磁仿真软件进行辅助分析、设计，从而可以
更准确地处理天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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