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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不同角度将天线分别等效成传感器、阻抗变换器、辐射器、换能器进行了分析，然后对超
宽带天线进行了分类，最后讨论超宽带天线与系统设计的关系。
全书在“部件性能”、“部件-系统”的深度和广度上，向读者全面介绍了超宽带天线的基本原理和设
计技术。
本书可供从事UWB通信和UWB天线研究的学者，从事UWB系统设计的工程技术人员，以及高等院校
相关专业的博士生和硕士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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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尚茨，Hans
Schantz，博士是Next-RF公司的顾问物理学家和工程师。
他的研究领域涵盖了时域电磁学和高性能天线，尤其是在超宽带天线方面。
作为一名很受欢迎且颇具魅力的名师，他主讲的关于超宽带（UWB)天线的短期课程已成为IEEE天线
和传播领域国际讨论会中正式的特色课程，同时他还是IEEE的高级会员。
关于Hans
Schantz博士在超宽带（UWB)方面工作研究的更多信息，可以在他的网站中获取。

　　Schantz博士已经在美国物理学报、IEEE宇航空间和电子系统会刊与IEEE天线和传播杂志上公布了
他的工作成果。
他已经完成了超过12篇的会议论文，拥有10项美国专利并有几项申请中的专利。
Schantz博士也是Q-Track公司的首席科学家，该公司是一家研究发展近场电磁测距技术的新兴公司。
采用窄带低频技术，近场电磁测距可以得到非常精确的位置。

　　Schantz博士在普度大学获得了工业工程学士学位和物理学课程荣誉学士学位。
求学期间，他已在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马纳萨斯的IBM公司和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利弗莫尔的劳伦斯利
弗莫尔国家试验室实习过。
在E.C.G苏达山和约翰?A.?惠勒的指导下，他获得了田纳西大学理论物理学博士学位。
Schantz博士的博士学位论文讨论了在电子和磁偶极子周围的电磁能量流，以及电抗性能量转换成辐射
能量的过程。

Schantz博士目前和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刚出生的女儿Greta和Cora居住在阿拉巴马的汉茨维尔。
在科研工作以外的空闲时间里，他的爱好包括帮女儿换尿布、喂食和打饱嗝，但最大的嗜好还是蒙头
大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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