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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磁波时域有限差分方法（第3版）》讲述了时域有限差分（fdtd）方法的基本原理。
介绍了fdtd基本方程、数值稳定性、吸收边界条件与完全匹配层、常用入射波形式及其引进方法、近
—远场外推方法、网格剖分技术、色散介质分析方法。
讨论了fdtd方法在半空间分层介质中的反射、透射、散射和辐射计算中的应用。
还介绍了fdtd研究的若干进展，包括非均匀网格、周期介质、各向异性介质、磁化等离子体和磁化铁
氧体、含有集中元件的fdtd，以及adi-fdtd等。
附录中给出了fdtd计算程序和若干算例的近场彩色图。

　　《电磁波时域有限差分方法（第3版）》可作为无线电物理、电磁场与微波技术、计算电磁学、
电波传播等专业研究生课程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也可供有关学科教师、科技工作者、研究生和高年
级大学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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