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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在原有教材的基础上，结合编者的教学实践和科研工作经验，参考目前国内外同类教材，
紧跟当代电子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反映本学科最新发展编写而成。
本书在内容组织上注重基础性、系统性和实用性，精炼传统内容，注重基本概念及对工程问题处理方
法的讲述。
本书将“场”和“路”的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教材在连贯性、系统性和实用性方面更加突出。
　　本书在文字表达上力求简洁、清晰、流畅、易读，同时每章配有大量工程应用方面的例题和习题
。
附录是本书的必要补充。
本书配有电子课件，可供任课教师参考。
　　本书参考学时为56～80学时。
全书共分9章。
绪论、第1章、第2章介绍微波的波段划分及微波的特点与应用、导波和常用导波系统中到波场的求解
方法以及导波的特性；第3、4章介绍微波集成传输线（包括带状线、微带线、悬置微带线和倒置微带
线、共面传输线、槽线和鳍线）、介质波导和光波导（包括圆柱介质波导、矩形介质波导和光波导）
；第5章传输线理论，讲述分布参数电路基础、传输线方程、各种无耗传输线工作状态、工作参量及
特性参量、有耗传输线的特性与计算、阻抗圆图的使用及阻抗匹配方法；第6～8章分别讲述了各种微
波谐振器、微波网络基础、各种微波无源器件以及铁氧体材料的特性。
第l、2章为场的基础，第5章为路的基础，其余章节的扩展构成了本书的体系结构。
　　本书由电子科技大学徐锐敏教授主编，同时组织多位长期在电磁场与微波技术领域工作、具有丰
富教学和工程经验的同志共同编写完成。
其中，绪论、第1、2、7章由徐锐敏教授编写；第3章由陈波讲师编写；第4章由王占平副教授编写；
第5章、附录由唐璞教授编写；第6章由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雷振亚教授编写；第8章由北京理工大学薛正
辉副教授编写。
本书的许多插图和文字录入工作由詹铭周博士和徐跃杭博士完成，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殷切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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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本书采用从场出发、场路结合的方法，围绕规则导行波系统和微波全面地讲述了微波技术的基本概念
、理论、技术和分析方法。
全书分为9章：绪论、导波的一般特性、典型导波系统的场分析、微波集成传输线、介质波导和光波
导、传输线的电路理论、微波谐振器、微波网络基础、常用微波元件。
各章均附有习题，书后附有习题答案。
本书配有电子课件，可供任课教师参考。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以及相近专业的本科教材或教学参
考书，亦可供从事微波和天线工作的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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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分布参数电路概念  5.3  传输线方程及其解  5.4  传输线的特性参量  5.5  传输线的工作参量  5.6  无耗
传输线的三种工作状态  5.7  均匀有耗传输线的特性与分析  5.8  传输功率与传输效率  5.9  均匀导波系统
等效为均匀传输线  5.10  史密斯圆图  5.11  阻抗匹配  习题第6章  微波谐振器  6.1  微波谐振器的基本特性
与参数  6.2  串联和并联谐振电路  6.3  传输线谐振器  6.4  金属波导谐振器  6.5  圆柱介质谐振器  6.6  法布
里-珀罗谐振器（开式谐振器）  6.7  谐振器的激励  6.8  微波谐振腔的微扰理论  习题第7章  微波网络基
础  7.1  不均匀性等效为集总参数网络  7.2  微波网络参量  7.3  微波网络参量之间的关系  7.4  互易网络、
无耗网络及对称网络各矩阵参量的特性  7.5  参考面移动对网络参量的影响  习题第8章  常用微波元件 
8.1  一端口元件  8.2  二端口元件  8.3  三端口元件  8.4  四端口元件  8.5  微波周期结构——电磁慢波  8.6  
铁氧体元件  习题习题答案参考文献附录Ⅰ  矢量公式附录Ⅱ  麦克斯韦方程组、波动方程和边界条件附
录Ⅲ  拉梅系数附录Ⅳ  贝塞尔函数及常用公式附录Ⅴ  几种常用金属材料的特性参数附录Ⅵ  常用介质
材料的特性参数附录Ⅶ  同轴线、矩形波导和圆波导参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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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导波的一般特性　　1.1　导波和导波系统　　时变电场产生时变磁场，时变磁场又产生
时变电场，如此进行下去，变化着的电场和磁场能传播开去就形成电磁波。
　　电磁波可分为自由空间波和导波。
自由空间波是指在无界空间传播的电磁波。
导波是在含有不同媒质边界的空间传播的电磁波，而构成这种边界的装置则称为导波系统，它的作用
是束缚并引导电磁波传播。
　　导波系统的具体结构随着不同频段和实际需要而有所不同。
　　在低频，导波系统的形式很简单，两根导线就可以引导电磁波。
这是因为导线之间的距离和导线的长度相对电磁波的波长来说小得可以忽略，两导线的电流反相，在
空间同一点建立的场也反相并相互抵消，即低频电磁波沿导线传输几乎没有辐射损耗。
同时频率低，导线的电阻损耗也可忽略。
因此，低频对导波系统没有特殊要求。
当频率增高致使波长与导线间的距离和导线的长度可以比拟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两导线的电流在
空间建立的场不会反相相消而有辐射。
频率高，导线电阻损耗也增大，因此任意的两根导线不能有效引导微波。
　　在微波波段，为减小双导线的辐射和电阻损耗，采用一种改进型双导线即平行双导体线。
它是用线径较大、线间距较小的平行双导体构成。
这种双导体线可用于微波低端——米波频率。
随着频率的继续增加，平行双导体线辐射损耗严重。
为避免辐射并进一步减少电阻损耗，出现了封闭式双导体导波系统即同轴线，它可用于分米波和厘米
波。
但频率增高到毫米波波段时，由于同轴线横向尺寸变小，内导体的损耗很大，功率容量也下降。
为克服同轴线的这些缺点，理论和实践证明，可以去掉其内导体而作成空心单导体导波系统即柱面金
属波导，它主要用于厘米波和毫米波。
当频率增到毫米波、亚毫米波波段时，金属损耗已经很大，而在这些波段介质损耗还不算高，特别是
低耗介质的出现，为发展新的导波系统——介质波导创造了条件。
介质波导主要用于毫米波、亚毫米波乃至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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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在原有教材的基础上，结合编者的教学实践和科研工作经验，参考目前国内外同类教材，
紧跟当代电子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反映本学科最新发展编写而成。
本书在内容组织上注重基础性、系统性和实用性，精炼传统内容，注重基本概念及对工程问题处理方
法的讲述。
本书将“场”和“路”的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教材在连贯性、系统性和实用性方面更加突出。
　　本书在文字表达上力求简洁、清晰、流畅、易读，同时每章配有大量工程应用方面的例题和习题
。
附录是本书的必要补充。
本书配有电子课件，可供任课教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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