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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开始以来，在开发介于光波（含红外）和微波之间的尚未被完全认知的电磁波谱（太赫兹）的
物理研究中，行波管的研究受到了重视。
而在微波/毫米波领域，行波管仍然在雷达、通信、电子对抗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不断在发展
。
可惜到现在为止有关行波管的理论研究仍落后于实验研究。
本书取名“行波管物理及理论问题”，着重给出有关行波管的物理图像，同时给出了几种至今仍然有
深刻影响的理论体系公式和导出这些公式的假设，与物理图像对照可以发现这些理论缺陷出现的根本
原因。
书中对一些理论研究工作提出了一点粗浅的设想，也给出了一些技术平台的信息和建议，因为任何理
论研究都必须用实验去检验。
书中也对行波管遇到的挑战归纳出若干应对措施。

本书对行波管研制和理论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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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开周，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研究员。
1961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
负责完成多项行波管自行设计实用课题任务。
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1980年国防科工委二等奖；1984年中科院科技进步二等奖；1984年，一项
较难的行波管任务，制管3只便达到要求；1993年2月鉴定60W微波固态源，专家认为填补了国内空白
、理论设计确特色、研制速度可以和国外先进公司相比；1993年11月鉴定一只行波管的可靠性，专家
认为该管十余年间大量用于我国重大空间任务，无一事故，可靠性达国际先进水平。
　　1974年，被推为《中小功率行波管设计手册》编写小组成员。
1987年9月一1988年10月：应皇家学会邀请，赴英国从事合作研究。
1988年3月首篇文章刊出。
1991年11月，合写的书《Practical Microstrip Circuit Design》一出在世界六城市发行。
负责并完成5项基金课题（从事光与微波交叉科学研究）。
发表的40余篇文章中，7篇被美、俄 英国文摘介绍，1篇被中国文摘介绍。
　　1985年开始，连任3届国家级科技进步奖和发明奖有关行业评委，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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