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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追溯了NASA深空网(DSN)从1958年建立之初至今的天线发展历程，主要讨论了DSN天线和相关前
端设备的射频设计和性能，介绍了在整个DSN发展历程中所引入的所有新设计和技术革新，还全面论
述了所有用于设计和性能评估的分析和测量技术。
    本书既是该领域新人的入门教程，也是业内专家的参考书。
本书假设读者已经熟悉基本的工程和数学概念以及电磁学高级教程的基本内容。
    本书的部分内容（在第2~6章中）最初写于1990年，本来作为Joseph H. Yuen的《深空远程通信系统工
程》（Plenum出版公司 1983年出版）一书修订版的一章。
然而，此次修订未能完成，其中的部分内容后来在其他的地方发表了。
喷气推进实验室（JPL）的深空通信与导航系统精英中心成立后，决定出版涵盖JPL几十年深空探测期
间发展的基本原理和实践活动的系列专著。
由于在DSN天线实现的很多技术革新使得过去几十年中深空远程通信性能取得了显著提高，因此真正
希望在详尽的参考文献中能包含这些贡献。
    第2～6章最初涵盖了1990年以前DSN的天线。
这些章已经进行了修改，增加了自1990年以来的内容，如在70m天线上增加X频段上行链路和Ka频段下
行链路。
第7～9章包括了20世纪90年代引入深空网的波束波导天线。
第10章讨论了DSN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第1章为最后所写，介绍了用于所有天线设计和分析的数学原理。
第1章还包括波束波导天线设计和用于评估天线性能的测量技术部分。
    本书的内容主要来自于JPL过去和现在的同事们的工作，他们支持了DSN天线的开发。
在许多情况下，正文仅是概括，完整的内容参见每章后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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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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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设备的射频设计和性能，介绍了在整个DSN发展历程中所引入的所有新设计和技术革新，还全面论
述了所有用于设计和性能评估的分析和测量技术。
本书既是该领域新人的入门教程，也是业内专家的参考书。
本书假设读者已经熟悉基本的工程和数学概念以及电磁学高级教程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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