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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拋物面天線其高指向性被廣泛使用在超遠距通訊的領域，但是在氣候惡劣的環境下會使反射面氧化，而減少使用壽命。為

此使用雷達罩來保護天線。由於拋物面天線跟雷達罩均屬大尺寸物件，目前盛行的電磁模擬軟體並不適合用來模擬。本論

文的研究目的在於使用中科院提供新穎的電磁模擬軟體FEKO運用其矩量法(Method of Moments,MoM)和物理光學

法(Physical Optics,PO)能在小型實驗室能進行高頻率、大尺寸之電磁模擬，以便得知雷達罩電磁特性及對於拋物面天線的場

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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