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射頻波束成形器應用於多波束天線系統之研究

陳國章、張道治

E-mail: 9121536@mail.dyu.edu.tw

摘 要

在本篇論文中，將設計兩種波束成形器，運用於多波束天線系統，以改善多重路徑傳輸的效應。 本篇論文使用兩個方法產

生多波束輸出：（1）使用64條同軸電纜線及16個功率分配器當作波束成形器，連接由距接地金屬板四分之一波長的八個

同軸共線天線之陣列天線，形成多波束天線，總共有八個水平波束寬10度至15度間之窄波束場型，水平方位角掃描角度達

到70度。（2）使用若特門透鏡當作波束成形器，連接相同陣列天線形成多波束天線，總共有六個窄波束場型（波束寬15

度至20度之間），水平掃描涵蓋角為100度。

關鍵詞 : 若特門透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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