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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針對角錐形寬頻EMP天線進行設計研究與分析，其目的在於利用該天線來做為高功率的核爆電磁脈衝(EMP :

Electromagnetic Pulse)的幅射結構，以便未來配合高功率訊號源進行分析研究EMP的效應與應用，以便在日益發展之電子戰

爭中，利用高功率脈衝引發的電磁脈波干擾敵方電磁環境，同時確保我方在資訊、通訊系統與飛行器仍能順利操作。本研

究所考慮的角錐形寬頻EMP天線結構，由一般常見的天線型態著手分析其場型分佈，進而利用數值方法(FEM)來分析，並

計算複雜的天線結構特性和發射場型，同時也利用天線試作來進行比較與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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