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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关于天线的经典著作，全面覆盖了有关天线的各方面内容。
为了适应国内教学的需要，翻译版根据各章内容深浅层次的不同，分为上、下两册出版。
上册为前12章，介绍了天线的各种基础知识。
下册为后12章，详细展开了这些内容．上、下册的内容分别针对本科教学和研究生教学进行组织。
书中包括大量实例和习题，便于读者实践掌握。
全书图文并茂，更有助于读者的直观理解。
书中加入了包括无线革命在内的许多全新的现代应用，对参考文献列表也进行了相应的更新。
本书概念清晰，层次分明。
无论读者需要的是仅介绍天线基础知识的一个学期的课程，还是计划更深入地进一步学习，本书都能
够提供切实的帮助。

　　本书可作为相关专业高等院校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用书，以及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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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3章 阻抗与互阻抗
 13.1 引言
 13.2 天线的互易性定理
 13.3 半波长天线的73辐射电阻
 13.4 非电流最大点的辐射电阻
 13.5 细线天线的自阻抗
 13.6 两平行线天线的互阻抗
 13.7 边靠边平行天线的互阻抗
 13.8 平行共线天线的互阻抗
 13.9 梯式平行天线的互阻抗
 13.10　其他布置天线的互阻抗
 13.11　用定向性和辐射电阻表示的互阻抗
 参考文献
 习题
第14章 柱形天线和矩量法
　14.1 引言
　14.2 积分方程法概述
　14.3 电流分布
　14.4 输入阻抗
　14.5 圆柱天线的波辦图
　14.6　细圆柱天线
　14.7 带有圆锥形输入段的圆柱天线
　14.8 其他形状的天线，类球体天线
　14.9 长圆柱天线上的电流分布
　14.10　静电学的积分方程和矩量法
　14.11　矩量法及其应用于导线天线
　14.12　用矩量法求短偶极子的自阻抗、雷达截面和互阻抗
　参考文献
　习题
第15章 口径分布与远场波辦图之间的傅里叶变换关系
 15.1 连续口径分布
 15.2 远场波辦图与口径分布之间的傅里叶变换关系
 15.3 空间频率响应和波辦图平滑处理
　15.4 简单(加法)干涉仪
　15.5 口径合成和多口径阵
　15.6 栅辦
　15.7 二维口径合成叩广
　15.8 “干净”图形的相位闭合或自校准
　参考文献
　习题
第16章 偶极子阵和口径阵
 16.1 引言
 16.2 两根受激入／2单元的边射阵
 16.3 两根受激X／2单元的端射阵
 16.4 两根受激入／2单元的等幅任意相位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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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密距单元的辐射效率和O值，W8JK阵
 16.6 n根受激单元阵
 16.7 地平面上的水平天线
 16.8 地平面上的铅垂天线
 16.9 八木一宇田天线的变种
 16.10　相控阵
 16.11　频率扫描阵
 16.12　返回式阵和范阿塔阵
 16.13　自适应阵和智能阵
 16.14　微带阵
 16.15　低旁辦阵
 16.16　长导线天线
 16.17　帘幕形阵
 16.18　天线的馈电位置和方式
 16.19　折合偶极子天线
 16.20　折合偶极子的变种
 16.21　百眼巨人型全空监视天线
 参考文献
 自适应阵的补充参考资料
 习题
第17章 透镜天线
 17.1 引言
 17.2 非金属介质透镜天线，费马原理(射径等同性)
 17.3 人造介质透镜天线
 17.4 置一面金属板透镜天线
　⋯⋯
第18章　频率选择表面和周期结构
第19章　实作大型口径天线的设计考虑
第20章　大型或独特的天线实例
第21章　特殊用途的天线
第22章　太赫频率的天线
第23章　平衡-非平衡转换器等
第24章　天线测量
附录
术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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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用户能更多地了解计算机程序背后的理论固然是好事，但典型的工程师往往没有时间去深究正在
用着的、或将来会用到的所有解法。
然而，借助一个好的说明文件去了解程序所包含技术的基本规定，通常总是可能的。
例如，矩量法程序需要将表示局部电流幅度的导线模型离散至足够小，使之准确地再现电流分布的形
状；高频渐近技术如一致性绕射理论，需要足够大的电尺寸，使之适合于推导绕射系数时采用的大距
离近似。
因此，即使用户并不完全理解某程序的应用为何存在着限制，但仍能够懂得其物理模型必须设置在这
种界限之内，才能维持解的准确性。
　　通常，用户在建立或分析计算机程序中的模型时，有两种情况会引起建模的不确定性。
第一种情况是与物理模型相关联的，用户应明白计算机模型与真实模型应当匹配到什么程度。
要为真实天线上的每个螺丝和铆钉都严格建模往往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
如果某物体的尺寸小于波长量级，其效应也是很小的。
此外，波瓣图由电流分布的积分得到，它对电流的少量变化是相对不敏感的。
然而，馈电点的电压- 电流关系随几何上的小改变而发生的变化，足以改变该模型的阻抗。
需要根据情况恰当地选择建模技术，或是在建模过程中确定仔细的程度。
第二种情况与数学模型相关联，可被特征化为方程误差和解的误差。
方程误差是由于数值结果不能严格地满足建模方程（例如，计算机有限数位的舍人误差）而造成，并
随着问题的电尺寸增大的积累效应而增加。
解的误差的造成原因是数值技术采用了有限个未知量，或采用了有限个镜像和（或）彼此相互作用的
绕射线。
　　用户保证所得结果准确而贴切的最重要途径是通过验证。
验证虽然耗费时间，但却是一种极其基本的方法。
验证可以采取内部和外部两种形式。
内部检查由自洽性测试（如MoM解随加密几何离散化的收敛性、功率守恒性、是否满足边界条件等）
组成。
此外，用户还应该了解，频带和（或）增益是否对物体尺寸的波长数敏感，波瓣图峰点和零点的个数
是否与尺寸相对应，峰值与旁瓣的比值是否对频率敏感？
参阅附录A中的数据和关系式。
用户可先用尽可能简单的方法开始解题，可利用本书中的各种插图，使结果易懂并可用以比较。
随后建立较复杂的问题、直至其更复杂的最终形式，每一步都按此方法检查。
即使某一步的检查未获通过，该步骤仍有价值，因为它提供了发现问题出处的机会，并使用户增长了
经验与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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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天线（第3版）（下册）》分为上、下两册，内容分别针对本科教学和研究生教学进行组织。
　　概念清晰，层次分明。
无论读者需要的是仅介绍天线基础知识的一个学期的课程。
还是更深入的进一步学习。
《天线（上册）（第3版）》都能够提供切实的帮助，包括大量实例和习题，便于读者实践掌握。
　　《天线（第3版）（下册）》图文并茂，更有助于读者的直观理解，书中加入了包括无线革命在
内的许多全新的现代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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