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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介绍了我们近年来在电磁带隙结构
、

多 !单 #天线系统
、

多 !单#天线信道特性方面的研究工作和主

要研究结果
0

主要包括
;

电磁带隙结构小型化
、

宽带化技术
,

小型化
、

多频带< 宽频带天线单元
,

适用于多输人多输出通

信系统的手机多天线系统
,

室内外环境下的多!单 #天线系统的信道特性等方面的主要研究结果
0

关键词
;

多天线 = 多输人多输出 = 电磁带隙 = 电波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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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引言

目前
,

世界各国在推动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产业化

的同时
,

已把研究重点逐渐转人三代后 !Ω6Ε /5 Α 1Μ# 或

: Μ 的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
、

无线宽带分组通信技术等

的研究
,

旨在使无线通信的频谱效率
、

容量和速率有十

倍甚至百倍的提高
0

国内外正在大力开发的多输人多输

出!ϑ ,ϑ ∗
,

ϑ4Χ ≅ΙΞΧ6
一

Ι5 Ξ4 ≅

Κ4Χ
≅ΙΞ一6

一 / 4

≅54≅ #技术 ]’[就是可能

的重要技术突破点之一 ϑ,ϑ ∗ 系统在发射和接收端采

用多天线以控制信号的空间分布
,

在同频
、

同时条件下

利用多天线提供并行的子信道以增加系统容量或通过

空间分集以提高信号传输的质量
0

ϑ ,ϑ∗ 系统的信道特性和模型均不同于传统的单

收单发系统
,

其信道特性由信道矩阵来表征
,

而信道矩

阵特性又由相关的参数即信道实际结构 !散射密度
、

散

射体的分布#
、

ϑ ,ϑ∗ 算法 !编码与信号处理方式 #
、

天线

阵列结构及其辐射< 极化特性单独或联合作用决定
,

无

线通信的移动性和时变的本质增加了这些参数的相互

作用
0

有关 ϑ,ϑ ∗ 的文献虽有很多
,

但主要集中在编码
、

信号处理方面
,

而天线
、

信道特性方面的研究较少
0

电磁带隙!%ΩΜ
,

Ο 6ς ≅Η/
5 ΧΔ Ν 5 6≅Ις ΦΔ 5Α ΝΔΓ #结构是指通

过一种介质在另一种介质中周期排列组成周期结构
,

从

而使某些频率的电磁波完全不能在其中传播
0

% ΩΜ 结构

的特性使其可以应用于微波工程的很多领域
,

如高 ⊥

谐振器
、

高隔离度平面滤波器
、

功分器
、

功率放大器
、

高

速电路
、

天线和吸波材料等
0

%Ω Μ 结构用于天线设计中
,

可以作为天线的
“

地 面
”

或在天线 阵天线单元之间加

%Ω Μ 结构
,

从而避免其上表面波的传播
、

降低天线的背

瓣
,

以减少干扰及提高天线的增益
,

同时还有望用以改

善多天线情况下天线之间的互祸
、

提高多天线系统的性

能
0

本文主要介绍了我们近年来在 % ΩΜ 结构
、

多!单 #

天线系统
、

多!单 #天线信道特性方面的研究工作
0

 电磁带隙结构小型化
、

宽带化技术研究

%Ω Μ 结构易于制备
,

其发展非常迅速
,

目前已经进

人实用化阶段
0

但是 %ΩΜ 结构由于受其 自身特性的限

制
,

往往尺寸较大
、

带隙带宽较窄
,

这一方面增加了系统

面积
,

为其在微波电路 的集成
、

移动终端多天线系统

收稿日期
二 !∀# ∃

,

〕冬8 8 =修回 日期
;  !∀ 刀

一

8住89

蓦金项目
;
国家 叨1 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

0

入刃∃ ∋Ω1 8仅刃2 #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0

以又肠18 9# =清华
一
高通联合研究计划



9  !∀刀年

中抑制天线单元之间的互藕等应用带来了很大的困

难 =另一方面
,

较窄的带隙带宽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

其在微波领域中的广泛应用
0

因此
,

设计小型化
、

宽带

化的新型 %ΩΜ 结构
,

成为了目前广泛关注的一个问题
0

相比于介质 %ΩΜ 结构
,

金属 %ΩΜ 结构的周期 比自

由空间波长小很多
,

通过选择合适的介电常数和介质

板厚度其周期可以达到波长的十分之一
,

所以在实际

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0

目前
,

两种常见的金属 %ΩΜ 即蘑

菇形 %ΩΜ & [ 和 4 ς
一

%ΩΜ ]1Ζ 结构 由于其优越的性能
,

得到

了广泛的研究和应用
,

但其带隙带宽不够宽
、

尺寸较

大
0

我们对这两种 %ΩΜ 结构的带隙的等效电路进行了

分析
,

分析了其工作原理
,

从而探索 %ΩΜ 结构小型化和

带隙带宽宽带化设计的方法
0

我们提出了音叉形 %ΩΜ 和 Λ形 %ΩΜ 结构 ]:, 2〕
0

在相

同情况下
,

音叉形 %ΩΜ 结构所占的面积仅是蘑菇形的

:∗ _
,

Λ形 %ΩΜ 结构在尺寸上减小了 :8
0

_
0

%ΩΜ 结构

小型化设计的另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增大 %ΩΜ 结构

等效滤波网络的电感加载值
0

我们提出了螺旋形 %Ω Μ

结构圈
,

其单元周期是蘑菇形 %ΩΜ 结构的单元周期的

1
0

_
,

所 占面积的 81
0

: _
0

采用平面螺旋电感作为电

抗加载还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

可以通过改变匝数或者

螺旋微带的宽度来改变加载的电感值
0

在此基础上
,

我

们提出了一种新的展宽带隙带宽的方法
—

组合单元

法 ]Β[
,

就是把多种具有不同带隙特性的%ΩΜ 结构子单

元组合在一起
,

实现展宽带隙带宽的目的
0

以金属贴片

螺旋电感
一

蘑菇形 %ΩΜ 结构为例
,

设置螺旋的不同匝数

以得到具有不同的带隙频段的子单元结构
,

仿真结果

和实测结果均验证了组合单元法的有效性
0

当 %ΩΜ 应用到天线的设计中时
,

对于有较大地面

的单天线
,

在天线的地面采用 %ΩΜ 结构
,

可以避免其上

表面波的传播
、

降低天线的背瓣 =对于有较大地面的多

天线系统
,

当天线之间的间距足够大
,

在天线单元之间

的地面采用周期数足够多的 % ΩΜ 结构
,

可以避免地面

上表面波的传播
,

可以改善天线之间的互藕
、

提高隔离

度
0

我们在微带天线单元之间插人 了三列用于削弱表

面波的螺旋形 %ΩΜ 结构 ]’0 ⎯
,

结果表明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降低工作频率在 %那结构带隙范围内的微带天线单
元间的互祸

0

1 新型天线技术研究

天线是无线通信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

其

性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通信系统的整体性能
,

因此

一直以来都是无线通信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
无线通信系统在频谱效率

、

信息容量和传输速率

等方面的发展
,

对天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天线在向着

多频段 < 宽频带
、

小尺寸
、

高效率
、

低成本
、

易集成的方

向发展
,

在由单天线系统向多天线系统的方向发展
0

1
0

8 小型化
、

多频带< 宽频带天线单元

考虑到 Ξ氏3!】5 ≅6

Χ5Δ≅
Ι/ 耐 (6Χ 6ς

Σ
5Ι ς Δ≅ Ι/5 Π 5Ι /5 #的

频带分配状况及移动通信的发展
,

需要通信系统能在

多个频段同时应用 =用户希望同一终端上能够尽可能

集成多种无线服务
,

例如 Μ巧
、

蓝牙
、

双几 + 等业务
,

因

而也要求终端能多频工作
0

此外
,

考虑到终端整体尺寸

的限制
,

应用中要求天线小型化并与终端共形 = 由于传

播损耗
、

多径传输在下一代系统中将会增加
,

要求天线

有尽量高的辐射效率
0

多频段 < 宽频带
、

小尺寸
、

高效

率
、

低成本
、

易集成的移动通信终端天线的设计和实现

已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0

我们提出了一种 ( 形地平面倒 Λ 天线 !Γ,Λ
,

) Δ Ψ

5ΔΗ ΙΣ
Η≅ 6Α

一

Λ Δ5

Σ #]
α [

,

其相对带宽比传统 Γ, Λ 宽
,

达

到了 8
0

_
,

尺寸比传统 Γ,Λ 小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

种开槽 ( 形地平面 Γ,Λ 仁‘“[
,

可以在不改变天线尺寸的

条件下使天线的绝对带宽比 ( 形地 Γ,Λ 增加一倍
,

并

且改善频带 内端 口 的匹配
, 一

8> ΑΩ 阻抗带宽为 ∃ /ϑβχ

!8α2 > 一   > ϑβχ #
0

我们提出了一种印刷在印刷电路板 !此Ω
,

ΓΗΙ
5

≅6Α
ςΙ / 4Ι≅ 肠Δ司#上的平面单极子天线 ]川

,

采用 2> 。微带线

馈电
,

通过多路曲折分支线
,

在较小的体积内实现了天

线 的多 频 段 工 作
,

满 足 Μ− ϑ以∀# 汪∀ 2 89!∀#
、

8气万8以又#
、

4ϑ巧 以刃 和 , 八盛+ 9> 
0

5 Υ< Ν 五频段工作
0

我们提出了一种在馈电片上引入折叠结构的 Γ,
Ψ

Λ 〔’ [
0

由于限制 Γ,Λ 带宽的最主要因素是其馈线的电

感
,

因此可以采用容性祸合馈电来抵消其电感的影响
,

从而展宽带宽
,

我们提出了一种在容性馈电片上引人

折叠结构的 Γ,Λ
,

即可以在不改变馈电线 电感的情况

下单独改变馈 电片和辐射片之间的藕合电容
,

从而使

天线输人阻抗的调谐更加灵活有效
,

实现了宽频带工

作
,

其尺寸较小
, 一 8>Α Ω 阻抗带宽为 如ϑβχ !8α > Ψ

 8> ϑβχ #
0

我们提出了一种手机尺度的宽带平面天线 !( 形地

平面 ϑ 形辐射单元 #〔’1
,

’: [
,

天线的阻抗带宽的频率范围

为 9∃ > 一 从2> ϑβχ
,

相对带宽大于 α2 _
,

其电特性满足

Μ− ϑ
、

Μ巧
、

以万
、

代2
、

Πϑ,− 和 职几 + 的要求
0

1
0

 适用于 州田叭> 通信系统的手机多天线系统

为了获得多天线系统希望的低空间相关性
,

对于

基站天线
,

尽管要求天线间距为 8 8 一 81 倍波长
,

但还是

较易实现 =但是
,

对于移动终端如手机来说
,

其安装空

间总共仅为 Χ 个波长甚至更小
,

手持终端上多天线的实

现成了整个系统实现中最具挑战性的部分之一
国内外目前对支持 ϑ ,ϑ∗ 功能的多天线的研究不

是太多
0

目前
,

文献 中的多天线系统主要是两天线系

统
,

另外有少量四天线系统
0

采用的天线形式主要有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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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天线,’2」
、

Γ,Λ 仁’」
、

平面单极天线〔’∃〕
、

平面双 ( 单极天

线〔
’9〕

、

折叠偶极子天线〔’α 8
0

采用的分集方式主要有空

间分集
、

极化分集
、

方向图分集
0

对多天线系统而言
,

天

线单元之间的藕合往往是不可避免的
,

对于移动终端

来说更是如此
0

终端上的 ϑ,ϑ∗ 天线单元间距小
,

单元

之间存在较强祸合
,

这种祸合降低天线效率
、

减小信道

容量
0

文献中减小天线单元间互祸的方法主要有在两

天线单元间的 代Ω 地面上开四分之一波长的槽缝或多

节开槽
、

采用 ( 形地面等方法
0

在大量的仿真和实验研究的基础上
,

我们提出了

适用于小尺寸移动终端特别是手机的六种多天线 系

统
,

包括一种两天线系统和五种四天线系统
,

都采用了

空间
、

方向图
、

极化分集的技术
,

并采用 了多种减少天
0

线之间互祸 的方法
,

以改善天线之间的相关性能和增

益
,

具有电小尺寸
、

频带宽
、

低成本
、

易制作
、

易集成 的

优点
0

1
0

 
0

8 两个平面单极天线组成的平面双频两天线系统

我们提出了适用于 ϑ,ϑ ∗ 通信系统的手机两天线

系统 ,
,

川
,

其
一 8>Α Ω 工作频带为 89印 一  8 卯

、

 粼刃 Ψ

 : α >ϑ,」毖
0

该双频两天线系统由印制在印刷电路板上的两个

背靠背的结构和尺寸完全相同的单极子天线构成
,

每

个天线单元均可工作在 Πϑ朽 和 ,−ϑ
一

 
0

: Μ βχ 频段
0

每

个天线单元 由三个在馈电微带两侧左右间隔
、

上下错

开的分枝所构成
,

其中两个较长的分枝用于实现天线

单元的双频谐振
,

另外一个较短分枝用于调整天线单

元在两个频段的带宽以及端 口阻抗
0

两个单极天线单

元之间的最小距离只有 >
0

以又。!几。为 4ϑ巧 频段的中心

频率  > 2>ϑβχ 所对应的 自由空间波长 #
,

因此为了使天

线的两个端 口之间在所覆盖的频段内具有较好的隔离

度
,

在地平面上引人了 ( 形结构及双倒 & 结构
0

实测表

明
,

两个天线单元的辐射方向图在空间中基本互补
,

这

样可以实现方向图分集来对抗多径衰落
0

1
0

 
0

 适用于 州田ϑ∗ 通信系统的手机多天线系统

我们提出了由两个 Γ, Λ 和两个单极天线组成的一

种四天线系统〔刘
、

由四个 Γ, Λ 组成的一种四天线系

统] 1
,

川
、

由四个平面天线组成的一种四天线系统和由

四个平面天线组成的安装在手机盖子上的两种四天线

系统 〔”
,

‘〕
0

在文献〔 」中
,

我们提出了一种可安装在手机盖子

上的由四个平 面单极天线组成的平面四天线系统
,

其
一 8>Α Ω 工作频带为 89 9> 一   !∀# ϑβχ

0

该四天线系统由分

布在 咒Ω 四个角上的四个单极夭线构成
,

四个天线单

元皆振的 中心频率 均为  > 2> ϑ卜位
,

且 都完全 覆盖 了

Πϑ〕− 频段
0

在 Πϑ巧 频段内
,

天线单元 8 和  的增益为

:
0

1Α ΩΙ
,

天线单元 1 和 : 的增益为 1
0

:
ΑΩΙ

0

通过多种地枝

结构来调整天线的谐振频率
、

谐振带宽以及增加天线

单元之间的隔离度
,

同时采用了空间
、

极化和方向图分

集
0

实测表明
,

四个天线单元的辐射方向图在空间中基

本互补
,

满足 ϑ, ϑ∗ 通信系统的要求
0

: 室内外信道电波传播特性研究

在城市小区等地方
,

无线电波传播存在丰富的多

径
0

对于使用传统天线方案的数字通信
,

多径传播造成

的频率选择性衰落和码间串扰严重限制了数字通信的

带宽和速度
0

而 ϑ,ϑ∗ 系统则是利用丰富多径传播环境

衰落的独立性来提高信道容量
,

这使 ϑ,ϑ ∗ 成为无线通

信中对抗多径传播的一种有效手段
0

现有的 ϑ, ϑ∗ 信道模型有两类
;
特定环境传播模型

和统计信道模型
0

特定环境传播模型基于实际传播机

制
,

包括利用麦克斯韦方程的近似求解和相关物理规

律
,

描述信道特性
0

统计信道模型基于大量实地测量
,

是对信道特性的统计描述
,

它也可以根据大量特定环

境传播模型的结果推导得出
0

在传统无线信道的研究中已经有许多经典模型
,

但是针对 ϑ ,ϑ∗ 信道本身不 同于传统信道的特点的研

究还不够充分
,

需要进一步研究
0

为了开展单天线
、

多天线在实际信道条件下的性

能研究
,

我们采用以直接法为基础的射线跟踪算法编

制了适用于室内外通信环境的三维电波传播 预测程

序
,

利用该程序开展了室内外信道电波传播特性的仿

真研究
,

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测试研究
0

:
0

8 路径损耗的仿真

文献中通常采用场强叠加和功率叠加两种射线叠

加方式〔 ∃[
0

场强叠加就是把接收端所能接收到的射线

上携带的电场先做矢量叠加
,

得到接收端的总电场
,

然

后用这个总电场计算接收功率 =而功率叠加是把接收

到的各条射线上携带的功率直接做标量叠加
,

得到接

收端的总接收功率
0

我们选择文献〔 9 〕中的一个室内环境的模型利用

我们的仿真程序进行 了研究
,

比较两种叠加方式的仿

真结果表明〔别
; !Χ# 场强叠加能够模拟接收端的快衰落

现象
,

它更为真实地反映了接收端的功率变化情况 =

! # 场强叠加和功率叠加的结果是相符合的
,

在只需要

路径损耗的场合
,

功率叠加就能够满足要求
0

:0  室内环境下的多!单 #天线信道特性

:
0

 
0

8 居室环境下的多!单 #天线信道特性的仿真研究

子信道之间的相关性对整个 ϑ,ϑ ∗ 系统的性能有

很大的影响
,

但传播环境是否具有丰富散射并没有一

个定量的分析方法
,

我们通过对一个实际的居室环境

下的空间相关性进行了仿真研究 ]刘
,

在有视线路径和

无视线路径两种情况下
,

对比单天线系统和双天线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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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信道特性
0

在仿真中
,

仿真频率为 7Μ β7
,

发射
、

接收

天线均为单极子天线
,

发射
、

接收天线高度分别为  米

和 8
0

2 米
0

我们通过人射电场在天线上激起的开路电压的相

关系数来研究信道的相关性
,

该相关系数越大表明该

环境中子信道的相关性越高
0

! #单天线仿真结果

收发天线不同极化时
,

无论是有透射路径还是有

视线路径的情况
,

接收天线端 口开路 电压普遍小于相

同极化时的 8> 一  > ΑΩ= 发射天线位置对接收天线端 口

开路电压的影响不明显 = 无视线路径的区域袂衰落比

有视线路径的区域严重
0

空间相关系数仿真结果
; !Χ# 在单发射天线的情况

下
,

发射天线位置的微小变化不会引起空间相关系数

的强烈变化 = ! # 有视线路径的区域中空间相关系数比

无视线路径区域的大 = !1# 同是无视线路径的区域
,

不

同的房间距离会改变不同天线上接收信号之间的相关

性 = !:# 正交极化天线组接收时
,

两根天线上端 口 电压

的相关系数在 8>
一 2量级

,

说明在室内环境中
,

环境的交

叉极化是很小的
,

相关性非常低
0

仿真结果表明
,

虽然

发射天线位置的微小变化对电场分布和空间相关系数

的影响都不是很大
,

但不同极化方向的接收天线上的

衰落情况有很大的不同
,

可以利用这一点
,

在多对收发

天线之间构建低相关性的子信道
0

!Ω# 双天线仿真结果

在有和没有视线路径的各房间中
,

天线间距为 几<

:
、

人< 
、

1人<: 三种单极子双发射天线发射时
,

接收天线

处电场分布情况有类似的形式
,

但随着天线组离墙壁

越来越远
,

空间中的电场分布呈现出深衰落区域减小

的趋势
0

在双发射天线情况下也存在放置在房间中部的天

线在空间中引起较均匀的电场分布
0

当发射天线的间

距增大时
,

各环境中的空间相关系数普遍 比单天线情

况下要小
0

:
0

 
0

 实验室环境下的多天线信道特性仿真与测试研究

实验室环境是 ϑ,ϑ∗ 天线实用的另一类重要环境
0

我们开展了实验室环境下的信道特性的仿真和测试研
究 ]1Χ 3

0

实验室房间高 1 米
,

实验台高度 98 。Κ
,

实验台间

隔板高度 8 , ς Κ
,

发射天线高 8
0

2 米
,

接收天线高 8
0

2

米
0

仿真得到的路径增益数据表明
,

室内接收点相距

8<1 波长以上后包络相关性较低
0

仿真的实验室的实际环境 中有一堵玻璃墙壁
,

有

两个木头门
,

有 : 扇窗
,

有大量金属反射体实验仪器
,

而

且尺寸小
,

仿真程序不能完全模拟
,

所以我们进行了实

际测量
0

ϑ,ϑ∗信道测量是 ϑ,ϑ ∗ 信道模型建立和验证中的

重要步骤
0

研究 ϑ,ϑ ∗信道中独立的空分信道数量和其

特性需要对信号在正交极化方 向的分量实时测量
,

所

以研 制 了一套紧密 低藕合 1 极 化 的 ϑ ,ϑ ∗ 天线 系

统 ]刘
0

该种多天线由 Τ
、

δ
、

χ 方 向的三个偶极子组成
,

各偶极子相位中心间距小于 8< 波长
,

各天线端口之间

祸合小于
一 82 ΑΩ

,

交叉极化小于 一 8> Α Ω
0

用所设计的紧密低祸合多极化 ϑ,ϑ∗ 天线对以上

实验室环境进行了信道测量
,

从测量数据中提取 ϑ,ϑ ∗

信道模型的关键参数
0

假设室内信道为准静态信道
,

采

用  根发射天线
,

发射频率为  
0

Κ 2 Μβχ
,

用所设计的天

线作为接收天线
,

测量不同位置
,

∀
、

δ
、

7 三个极化方向

上接收信号的复包络
,

进而计算出不 同位置和不同极

化方向上接收信号的空间相关性
0

结果表明
,

在不同的

极化方向上接收信号的相关性小于 >
0

 
,

可以提供独立

的自由度
0

当接收天线距离等于 Χ<1 波长时
,

接收信号

的相关性也小于 >
0

 2
0

因此
,

天线单元之间的距离并不

是决定天线接收信号相关性的关键
,

只要方向图设计

合适
,

单元间距很小也能获得很低的接收信号相关性
0

:
0

 
0

1 居室环境下的超宽带多天线信道特性仿真研究

Πε Ω ϑ ,ϑ∗ 系统可以被简单地定义为在发送端和

接收端都采用多天线的超宽带链路系统
0

我们采用时域射线跟踪算法
,

根据时域几何光学

理论!ς/ #和时域一致性绕射理论 !Π(Ο #
,

对前述电波

传播特性仿真软件进行了修改
,

使之可进行时域计算
,

并利用该程序对居室环境下的 Πε Ω ϑ】ϑ∗ 信道特性进

行了仿真
,

得到了以下结论〔1Ε3
; 在居室环境中

,

采用双

发射天线对深衰落情况有所改善
,

但双发射天线引起

的快衰落现象比单发射天线严重 =采用多径接收的方

法可以改善室内信号分布性能 =使用垂直极化发射天

线时
,

垂直极化接收的场强较强 =发射天线放置在房间

中部比房间一端时的信道空间相关性低
,

双发射天线

比单发射天线时的信道空间相关性低
0

:
0

1 室外 !校园#环境下的多天线信道特性仿真研究

我们以清华大学校园作为小区
,

构造了一个  Τ 7

的仿真 ϑ,ϑ ∗ 系统
,

两个基站天线分别放在两栋宿舍楼

上
,

移动终端多天线在一条有代表性的道路上移动
,

分

别经历视距
、

非视距
、

视距和非视距混合 1 种传播环境
0

我们仿真了三种情况的终端天线
0

仿真结果表明
,

在小区环境中
,

移动终端小天线间距条件下 ϑ, ϑ∗ 天线

也比单天线信道容量有显著提高
0

2 结束语

本文主要介绍了我们近年来在 % Ω Μ 结构
、

多 !单 #

天线系统
、

多!单 #天线信道特性方面的研究工作
0

尽管

国内外在以上各个方面都已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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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满足未来恶劣无线通信环境和有限频谱带宽下移

动通信高容量
、

高数据率
、

高覆盖率
、

高频谱效率
、

高可

靠性的要求
,

还需要开展大量的研究
0

具体地说
,

%ΩΜ
结构的小型化

、

带隙带宽的宽带化
,

高效率
、

多频段 < 宽

带
、

低成本
、

电小尺寸移动通信终端天线
,

是无线通信

发展中不断追求的目标 =宽带 自适应 ϑ,ϑ∗ 移动终端多

天线系统是多天线的发展方向 = 复杂电磁环境下的电

波传播的时频域分析
、

电磁构建中的多天线系统特性

与信道的关系还需要进行深人的研究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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