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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論文利用微波功率晶體、微帶線電路(Microstrip line)及阻抗匹配原理研製一L-波段 2kW的功率放大器(Power

Amplifier)做為預警雷達發射機之用。功率放大器前級採用多級串聯放大方式，產生基本功率源，後級採用並聯方式以及應

用功率的分配與合成技術，得到所要求的輸出功率。 系統採用全固態電路及C類放大設計、基板選用高介電常數的金紅石

介質材料、微帶線電鍍材料則選擇表面電阻率小的導體，以降低損耗。經過測試，所設計的放大器的其輸出功率

為2.21KW、功率效率為40%、增益為63.45dB，具有高功率、高效率及無需任何調校手續，即可達到飽和輸出功率的特點

。 由於系統採用全固態化及模?化設計，具有高可靠性，重量輕結構簡單且具有擴充性。將來若需要更高輸出功率時，可

採用現有模組以功率合成技術進行多級並聯，即可達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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