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介绍这方面的 些工作

计算单元天线及其排阵置于金属截锥柱体侧的总辐射图
,

是以单元天线置于无限大

金属平面上的辐射图为基础的【, , “ , 实际测量中不可能用无限大平面
,

而是置于有限大的

接地平面上 本文应用几何绕射理论 以 , ,

根据实测的置于有限大平面中心的单

元天线的辐射图
,

算出其位于无限大平面上的辐射图
。

截锥柱侧天线辐射场的计算

单元天线辐扮场 的计算 如图 所示
,

测量单元天线辐射图时 天线置于半

径为 的圆形金属板上
,

天线的相位中心与板的圆心重合 由于接地板为有限尺寸
,

必然

存在边缘绕射场 因而
,

实验测出的场为单元天线的人射场与边缘绕射场叠加后的总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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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其中 男 , 年生 , 教授 , 从事天线工程
、

天线数值计算和 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尹应增 男 , , 年生 , 讲师 , 从事通信天线和微带天线的科研工作

张 野 女 , , 钊 年生 , 高级 工程师 , 从事飞行器天线研究和设计工作

王辉宁 男 , ‘ 年生 , 高级工程师
, 从事微带理论及其在飞行器天线工程中应用等方面的工作



截锥柱侧 天 线 总辐针场 的 计算 计算出单 元 天 线 的 人 射 场 就 可 以 按
氏幻 计算出该单元天线及其排阵在截锥柱侧时的总辐射场 该辐射场包括以下几种

场的贡献 几何光学场
,

即由天线所在处 ’ 沿直线 , 传至场点的场 如图 所示 爬

行绕射场
,

即沿
,

和 义 爬行至场点的场 上下底边缘一次绕射场
,

即沿 ‘ 仅画出沿

上底 传至场点的场 上下底边缘二次绕射场
,

即沿 ‘ 仅画出沿下底 传至场点的场 对

于如图 所示的双锥组合体
,

还有沿 的爬行二次绕射场

单个天线的辐射场可以表示为

一 艺 习 公 , 艺 艺 已 十 艺 习 分
,

心 护

式中 为几何光学场 异为爬行绕射场 爬行衰减较大
,

爬行一周以上的场可以忽

略
,

为一次绕射
, 一 为爬行一

边缘一爬行绕射
,

护
,

分别表示顺时针方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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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弓 实洲矩形微带天线 面方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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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文汁算值 —实测值

图 截锥侧矩形微带天线在 必 “

平面内 。 分量方向图



图吻合较好 本文仅给出三个图
,

研究中对数十个图进行了对比 高电平区
,

实测图起伏

较多主要是由于环境影响 包括支架散射和背景噪声等
,

只能用实测图的乎均包络与本

文计算值对比 在低电平区两者相差稍大
,

产生上述误差的原因是
,

环境影响对低电平区

的测量可能带来较大的误差 另一方面几何绕射理论计算的近似性
,

要在低电平区都能达

刘较好的精度比较困难
。

可见理论计算结果与实侧方向图吻合良好
,

能满足工程应用的

实际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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