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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克服无线通信中系统间的相互干扰"基于天线频段抑制技术"设计一款具有双阻带

特性的新型超宽带单极子天线$采用加载%开槽等技术"使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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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带内回波损失小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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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接地板和辐射贴片上开槽"使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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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段内驻波比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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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与测试结果表

明"该天线具有良好的抑制功能"并且结构简单"体积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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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建筑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智能家居&办公楼宇智能化&无线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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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等步入人们的生活(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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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段存在重叠%为了避免超宽带天线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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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之间的电磁干扰%阻带天线研究与设计成为学者研究

的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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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带特性的实现有多种方法%最简单实用的方法是在贴片上开各种形状槽'近年%也有一些学者研

究设计了%具有双阻带特性的超宽带天线%但是结构复杂%体积比较大%生产加工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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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基于频带抑制技术%提出一种-伞.型双阻带超宽带天线(采用加载&开槽等技术%使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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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频段回波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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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辐射贴片和接地板上开对称槽%使该天线分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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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阻带'该天线体积比较小%结构简单%是一款实用的超宽带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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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带天线结构

提出的双阻带超宽带天线结构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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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天线印刷在尺寸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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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质基片上(介质基片的背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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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板%采用特性阻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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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微带线侧面

馈电%馈电微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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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贴片为一个半圆和倒置梯形的组合(经过仿真得到最优化尺寸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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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已

给出'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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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带天线的结构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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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线驻波比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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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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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带天线的原理分析及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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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带抑制技术原理

在微带贴片上的不同位置处开不同形状的-窗口.可以等效于加载缝隙谐振器(在接地板的适当位置

-开窗.可改变微带天线的辐射特性和阻抗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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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板开槽对阻带的影响

根据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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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槽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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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影

响到接地板和辐射贴片的耦合%耦合会产生新的

谐振点%在该谐振频点处辐射贴片将吸收电磁波%

从而产生阻带效果'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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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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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槽之间的距离

不断增大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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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谐振频点逐渐往低频段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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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槽之间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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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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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阻带宽度增加%并且驻波比值也在不断增大%说明辐射贴片非常

有效的吸收电磁波%产生阻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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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贴片开槽对阻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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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的结果%在辐射贴片上开对称槽%相当于在阻带中心频率点处引入了半波长缝隙谐振器%

使天线表面电流集中在弧形槽附近形成回流%此时辐射片整体等效于开路%天线不能产生辐射'开槽的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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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辐射贴片的特征阻抗%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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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开槽的宽度增加%阻带中心频率点逐渐往高频段移动%驻波比值也

在上升'通过调节开槽的宽度可以调节阻带的抑制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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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带天线特性分析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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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阻带天线的阻抗曲线%从图中可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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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天线阻抗实部和需部绝对值之和近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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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天线等效于一个谐振回路%并且形成串联%不能产生辐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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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天线天线阻抗实部

和需部绝对值之和达到最大%开槽将产生强烈谐振%整个天线变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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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振回路%回路发生并联谐振%

阻断辐射片表面电流产生'该天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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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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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阻抗不能匹配%形成阻带%产生抑制

作用'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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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线驻波比随
.

的变化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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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带天线的阻抗特性曲线

图
=

!

天线实物照片

天线实物照片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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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线的测试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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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网络分析仪其结果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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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都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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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跟仿真结果吻合很好%细微的差别可能是由加工误差&介质的介电损耗或者头的寄生效应所

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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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线电压驻波比实测与仿真对比

要想了解天线的性能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天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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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归一化方向图(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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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点对天线远场进行仿真%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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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和
G

面归一化辐射方向图'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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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天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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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PKS

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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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近似的全向性和对称性(辐射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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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KS

和
B'BPKS

天线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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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和
G

面发生变形%说明天线的辐射性受

到破坏%从而限制了收发电磁波功能'

图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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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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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面归一化方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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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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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研究设计了一种新型超宽带单极子天线%通过开槽技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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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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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阻带特

性'测量制作的实物天线%发现该天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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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驻波比小于
)

%天线尺寸结构比较很小%开槽结构

比较简单%便于制作%是一种性能良好&具有实用价值的双阻带超宽带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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