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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射频电路基础》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覆盖教育部电子信息科学与电气
信息类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2004年版“电子线路（Ⅱ）”的基本要求。
在总结吸收国内外同类教材优点的同时，考虑到教学难点和现阶段学生的知识基础与学习特点，本书
在体系结构、内容和表现形式上做了新的尝试，以期满足教学改革和创新的需要。
　　本书共分10章，参考学时为50～70学时。
基于应用目的，本书各章与射频设备的基本结构对应，便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逐步建立对整机的认识
。
全书主要内容包括第二章谐振功率放大器、第三章正弦波振荡器、第五章振幅调制与解调、第六章混
频、第七章角度调制与解调。
以上各章详细讲述了相关电路的信号分析、设计思想、工作原理和计算分析等。
噪声与小信号放大器和反馈与控制也是现代射频设备的基本结构，分别在第四章和第九章介绍有关概
念和原理，可以部分教学；第八章数字调制与解调和第十章数字频率合成分别介绍射频电路在数字通
信技术中的各种典型应用，以及高性能频率源的设计原理，可以选择教学。
　　保留、整理和重组经典理论，适当引’入新鲜内容，并使=者有机结合，适合教学和自学，这是
编著本书的目的。
本书的撰写主要考虑了以下五个方面：　　（1）以概念、原理的理解和电路分析等基础知识为重点
，文字论述简明扼要，重点突出，体现教学内容清晰明了的体系结构。
　　（2）充分利用数学表述，分析翔实、具体，用简单明确的数学分析体现基础知识的规律性。
　　（3）选取适当的例题，与文字论述、数学表述和问题分析构成严谨的体系结构，提供翔实的解
题过程，在理论和习题之间搭建学习桥梁，通过解题强化对概念、原理的理解，用多变的题目扩展和
补充电路分析，巩固对基础知识规律性的认识，达到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学习效果。
　　（4）通过集成器件与应用电路举例，给出典型集成电路的内部和外围电路中以及典型分立元件
电路中概念、原理的具体实现形式和电路设计应该考虑的主要问题，突出硬件应用方面的实践。
，（5）通过PSpice仿真举例，给出基于软件平台的典型射频电路的设计版图、模拟步骤和分析结果，
突出软件应用方面的实践。
　　第一章射频电路导论介绍了射频电路在无线电远程通信中的应用。
本章补充介绍了雷达、蓝牙和射频识别中的射频电路，扩展了读者对射频电路应用领域的认识。
在“模拟电子技术”等课程的知识基础上，本章通过比较小信号工作时和大信号工作时晶体管的输出
电流频率分量的变化，引入了非线性电路的概念。
　　第二章谐振功率放大器讲述了非线性电路的第一种典型应用。
本章以文字论述和数学分析为主，辅以适量的图解分析和例题，学习时应重点理解谐振功放的工作原
理，掌握近似计算分析方法。
本章还介绍了谐振功放电路设计的基本要求和输出匹配网络，以及丁类、戊类功率放大器和功率合成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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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射频电路基础》按照教育部电子信息科学与电气信息类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关于“电子
线路（Ⅱ）”的基本要求，详细讲述了射频设备中各种基本电路的设计思想、工作原理、分析计算和
实践应用。
　　全书共分10章，包括射频电路导论、谐振功率放大器、正弦波振荡器、噪声与小信号放大器、振
幅调制与解调、混频、角度调制与解调、数字调制与解调、反馈与控制、数字频率合成。
《射频电路基础》体例结构清晰严谨，内容和表现形式简明多样，并对关键知识做了小结，适合教学
和自学。
在理论基础上，主要章节联系实际，还介绍了集成器件与应用电路、Pspice仿真的硬件和软件实践等
内容。
　　《射频电路基础》可作为本科生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供高等院校电子工程、通信工程等专业使用
，也可供相关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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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射频电路中种类最多、应用最广泛、技术含量高、理论体系完整的高频电子线
路，兼顾应用于无线电发射与接收系统的低频电子线路和微波电子线路，重点研究非线性电路的工作
原理、设计思想、计算方法和分析规律。
　　本书的组织结构和简要内容如下：　　（1）谐振功率放大器。
这部分介绍谐振功放的工作原理、工作状态、功率和效率的计算，以及电路设计。
　　（2）正弦波振荡器。
这部分介绍正弦波振荡器的振荡条件以及各种类型正弦波振荡器中振荡条件的实现，计算振荡频率，
推导振幅起振条件，分析正弦波振荡器的频率稳定度。
　　（3）噪声与小信号放大器。
这部分介绍射频电路噪声的来源与特性、各种主要元器件的噪声等效电路模型、噪声系数和等效噪声
温度的计算方法，并分析散射参数和各类射频小信号放大器的特点和设计方法。
　　（4）振幅调制与解调。
这部分介绍振幅调制信号的分类、参数、频谱和功率分布，各种振幅调制和解调的原理，以及各种典
型实现电路和相关计算。
　　（5）混频。
这部分介绍混频的原理、各种典型实现电路和相关计算，并分析混频的各种干扰。
　　（6）角度调制与解调。
这部分介绍调频信号和调相信号的时域参数、频谱和功率分布，各种频率调制和相位调制的原理，变
容二极管调频和调相电路，以及调频信号和调相信号解调的各种原理和实现电路。
　　（7）数字调制与解调。
这部分介绍二进制和多进制振幅键控（ASK）、频移键控（FSK）与相移键控（PSK）调制与解调的原
理，分析各种解调方法的误码率，并介绍正交振幅（QAM）调制、偏移QPSK（OQPSK）调制和最小
频移键控（MSK）调制的原理。
　　（8）反馈与控制。
这部分介绍自动增益控制电路、自动频率控制电路和自动相位控制（锁相环）电路的特点、结构和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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