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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論文主要利用本校工學院無線通訊實驗室的微波暗室，向量網路分析儀(HP8722D)，及近場量測設備，藉由這些設

備來重建待測目標物的微波影像。 利用遠場環境量測目標物的雷達截面積 (radar cross section area, RCS) 時會受到多重路徑

以及天氣的影響。利用近場量測系統於室內微波暗室的環境能夠克服上述的問題。本篇論文提供一套方法，經由量測近場

目標物的資料獲得遠場目標物的雷達截面積。這些方法共包括(1)建立近場電磁波強度隨距離衰減的趨勢曲線用於補償近場

強度隨距離衰減的效應(2)提供一個方法獲得目標物的遠場影像(3)於反合成孔徑雷達成像方法(Inverse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ISAR)，利用目標物旋轉小角度的方法解決近場電磁波二次方相位差嚴重的問題。嚴重的二次方相位差將造成影像無法聚

焦。在經過補償以後，縱向距離上的結果與幾何繞射理論值相同。模擬的近場微波影像皆有20 dB以上的信號雜訊比。模

擬與量測所得的影像經過處理以後皆非常的清楚。 關鍵字：近場小角度量測

關鍵詞 : RCS量測 ; 微波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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