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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功率微波在国防、能源、航天和高能物理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因此，很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对高功率微波的相关研究开发都非常重视。
近年来，我国在这个领域的发展正在迅速缩短与领先国家之间的差距。
　　本书的前两位作者（J.Benford和J.Swegle）于1992年出版了《高功率微波》（第1版）。
多年来，这本书为包括译者在内的很多工作于这个领域的研究人员和学生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为了反映十几年来高功率微波领域发生的进展和变化，他们和Dr.E.Schamiloglu一起，在对第1版进行大
篇幅的修改和补充的基础上，于2007年出版了《高功率微波》（第2版）。
它不仅在内容上反映了最新的技术信息，而且在形式上更接近于一本教科书，几乎各章都附有习题。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与第1版较详细地论述各种微波器件的技术细节相对照，第2版的着眼点
相对侧重于高功率微波领域的一般性问题和系统设计方法。
　　本书较完整地讲解了高功率微波领域的主要概念和方法。
内容由浅入深，非常适合做研究生教材或自学参考书，也可供高功率微波领域的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
人员学习或参考。
书末的“高功率微波公式集”对实验室工作应该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本书在某种意义上对传统微波领域的工作人员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另外，它还可以让相关应用领域，如国防、核聚变和加速器等领域的技术人员了解高功率微波的最新
动态。
　　译者与原著作者之间曾经有过多年的交流与合作，因此，本书的翻译工作从一开始便得到了原著
作者的热情支持与配合。
在他们的帮助下，原文中的个别不妥或不清晰的地方在译文中得到了修改或补充。
另外，原文中的一些印刷错误也在译文中得到了及时更正。
三位作者还为中文版的出版作了原著者序。
在此特向原著作者J.Benford、J.Swegle-和E.Schamiloglu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译本中不妥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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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功率微波（第2版）》针对近年来迅速发展的高功率微波领域，不仅全面地概述了必要的基
础知识，而且详细地讲解了主要的技术手段和系统方法。
内容主要反映了高功率微波的最新研究发展趋势和相关的基本技术路线，同时也明确了基本问题的所
在和器件的物理极限。
《高功率微波（第2版）》先从系统的观点讲述了高功率微波装置的基本设计思想，然后详细地论述
了高功率微波在国防、航天、雷达、等离子体加热和加速器等方面的应用。
在概述了必要的基础知识和相关的技术方法之后，全面而细致地讲解了各种具有代表性的高功率微波
源，它们包括超宽带源、磁控管、返波振荡器、速调管、虚阴极振荡器、回旋管和自由电子激光等主
要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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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引论　　新版《高功率微波》与l992年的第一版。
相比在很大程度上做了修改。
旧版本是反映当时研究状况和发展方向的一部技术性专著。
在某些领域里，高功率微波已经从一个有前景的新兴技术进入实际应用的阶段。
目前，不仅美国、俄罗斯和西欧各国（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和瑞典等）正在进行高功率微波领域的
研究、制作和应用，而且中国（包括台湾地区）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印度、韩国等）也在开
展这方面的工作。
　　我们在本书里采用了一个新的系统概念。
在高功率微波领域里，近年来，一个重要的转变就是越来越强调系统的整体优化。
人们已普遍认识到，只有将高功率微波系统看做一个整体装置，它的输出功率和脉冲能量才能得到进
一步的改善，而且高功率微波的用户方面也正是这样期待的。
人们不能再将系统细分成各个组成部分，然后分别对其进行独立优化。
根据系统概念，首先要从应用方面的各种条件限制开始考虑，然后决定子系统的构成和它们之间的关
系，同时适当考虑辅助设备的要求。
　　为TN解这个新的概念，建议读者在阅读有关具体技术内容之前，先从以下两章开始读起。
第2章（高功率微波的系统设计）从方法论的角度描述了如何通过部件的选择构建一个高功率微波系
统的过程。
第3章（高功率微波的应用）给出了这些系统应该满足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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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功率微波（第2版）》较完整地讲解了高功率微波领域的主要概念和方法。
内容由浅入深，非常适合做研究生教材或自学参考书，也可供高功率微波领域的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
人员学习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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