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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Luneberg lens一般是由數層不同介電係數的介電物質所組合而成的，其外型大都為圓球型或半球型。本文中為使Luneberg

lens製作上比較容易完成，將原先圓球型的Luneberg lens改成圓柱形式，使Luneberg lens較容易製作。進一步將圓柱

式Luneberg lens作延伸，將原先圓柱型Luneberg lens內不同介電係數的介電物質，以不同間距的平行金屬板加以取代(平板

式Luneberg lens)，使圓柱式Luneberg lens不再需要使用介質製作，僅需要藉由調整平行金屬板得間距即可取代原先的介質

。 Luneberg lens是一個被廣泛應用的透鏡天線,具有很高的指向性及比較窄的波束，所以非常適合用來製作多波束成型器。

由於平板式Luneberg lens為線性極化，欲使其轉為圓形極化則須加上圓形極化器，使原先的線性極化轉成圓形極化。 本文

設計及製作平板式Luneberg lens使其具有 、 及 五個方位波束及螺旋型圓形極化器，在加上圓形極化器後使原先線性極化

多波束成形器轉圓形極化多波束成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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