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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阵列天线分析与综合》是“十一五”国防特色学科专业教材，其主要内容包括阵列天线的基本
概念、直线阵列分析与综合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平面阵列分析与综合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以及阵列天线
的最优化设计等。
《阵列天线分析与综合》可以看做是阵列天线工程应用的基础理论部分，主要侧重于介绍阵列天线分
析与综合设计中的数学方法及实施手段。
《阵列天线分析与综合》是为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等学科领域的工科研究生或高年级本
科生编写的教？
，适合于信息工程、雷达、通信、电子对抗和遥感遥测等专业，供“微波天线”、“阵列天线分析与
综合”和“阵列天线”课程教学使用，也可供从事阵列天线研发的科技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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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阵列天线能够形成不同于一般单元天线的辐射特性，尤其是可以形成指向某部分空间的、比单元
天线强得多的辐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来自多个相干辐射单元的辐射电磁波在空间相互干涉并叠加，
在某些空间区域加强，而在另一些空间区域减弱，从而使得不变的总辐射能量在空间重新分布。
　　波的干涉与叠加最初来源于光学领域。
英国学者托马斯·杨（1773-1829）仔细观察了在两组水波交叠处发生的现象：“一组波的波峰与另一
组波的波峰相重合，将形成一组波峰更高的波。
如果一组波的波峰与另一组波的波谷相重合，那么波峰恰好填满波谷。
”声波的叠加也如此，声波叠加会产生声音的加强和减弱、复合的声调和拍频。
在此基础上，他于1801年在一篇报告中发展了惠更斯的光学理论，提出了著名的“干涉原理”，也称
“波的叠加原理”，并在光学中首次引人了“干涉”的概念。
在上述报告中，托马斯·杨所表述的干涉原理是：“同一束光的两个不同部分，以不同的路径要么完
全一样地，要么在方向上十分接近地进入眼睛，在光线的路程差是某个长度的整数倍的地方，光就增
强；而在干涉区域的中间部分，光将最强。
对于不同颜色的光束来说，这个长度是不同的。
”同时，他指出了产生干涉现象的条件，并首次完成了著名的双缝干涉实验和其他一些干涉实验，总
结出：为了显示光的干涉，必须先使从同一光源出来的光分成两束，经由不同的途径，然后重新叠加
在一起，即可观察到干涉现象。
著名的干涉缝实验如图1.1 所示。
　　由于光本身的波动性，光波与电磁波本质上是相似的，因此可以把这一最初在光学领域提出的基
本原理推广到电磁波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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