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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离子体的三频点微波透射衰减诊断方法
!

王甲寅，! 时家明，! 袁忠才，! 许! 波

（电子工程学院 安徽省红外与低温等离子体重点实验室，合肥 *@++@,）

! ! 摘! 要：! 依据微波在等离子体中的传播特性，并利用微波透射非磁化等离子体时在三个相邻频率点的透

射能量衰减值，可同时诊断等离子体中的电子密度和电子碰撞频率。使用该方法对 "++ B ,++ 0C 范围内氦气

辉光放电等离子体进行了诊断，选择 A( *，A( D 和 ,( $ /-E 三个频率点，并与使用双探针诊断的诊断结果进行比

较。结果表明：两种诊断方法所得碰撞频率基本一致；微波透射衰减法诊断出的电子密度值与探针法的诊断结

果在同一数量级（"+"A F G@），但前者约是后者的 "( A, 倍。最后对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三频点微

波透射衰减诊断方法可用于较高气压及其它静电探针使用受限的环境下，并且可以采用能量较小的微波，不会

对等离子体本身造成显著影响，适用于等离子体的初步诊断。

! ! 关键词：! 等离子体；! 微波；! 透射衰减；! 诊断；! 电子密度；! 碰撞频率

! ! 中图分类号：! 1H@A；95AH*! ! ! ! 文献标识码：! 6

! ! 等离子体诊断是获取等离子体内部参数、进行等离子体性质研究的基础。通常采用的诊断方法有静电探

针法、光谱学法、微波法和激光法等［"?@］，其中静电探针法和微波法使用仪器相对简单、测量及分析过程简便。

静电探针法可以同时测得等离子体中的电子密度和温度，且具有一定的空间分辨能力。但是该方法不能直接

诊断出等离子体中的电子碰撞频率，而必须借助其它方法间接得到。微波等离子体诊断方法可以较好地诊断

出等离子体密度，且其诊断结果与使用探针法所得结果非常接近［$］。现有的微波诊断方法主要利用微波与等

离子体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干涉和相移特性来诊断等离子体中的电子密度，较少涉及电子碰撞频率的诊断，仅有

的对电子碰撞频率的诊断方法也较为复杂［*，H?,］。

! ! 本文分析了三频点微波透射衰减等离子体诊断方法的原理，并利用微波透射等离子体时在三个相邻频率

点上的能量衰减值，同时诊断了等离子体中电子密度和电子碰撞频率。

!" 三频点微波透射衰减等离子体诊断法的原理

! ! 平面电磁波在等离子体中的传播因子可以表示为 IJ（!" G ! #），其中 ! 为电磁波角频率，" 为电磁波的传播距

离，! 为等离子体中电磁波的传播常数。一般情况下 ! K $!+，$ 为等离子体的复折射率，!+ K ! % & 为真空中的波

数，& 为真空中的光速。根据阿普顿方程［*］，$ 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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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为等离子体的相对介电常数，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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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为等离子体角频率；# 为等离子体中电子与中性粒子的碰撞频率。通常 $ 可以写为 $ K $ L J%，$ 为相

移常数，描述电磁波在等离子体中的传播特性；% 为衰减常数，描述等离子体对电磁波的碰撞吸收衰减特性。

! ! 在非磁化等离子体中，$ 和 % 可分别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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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式（$）表明，$ 和 % 均为 !，!= 和 # 的函数。此时，传播因子可以写为 I G%!+"IJ（$ !+" G! #）。当电磁波在等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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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中传播 ! 距离后造成的能量衰减值 "（单位 !"）为

" # $ #$%&’ $!%$! ! (& )!%$ ! # (& ) !!"
’ （*）

由式（+）和式（*）可知 " 是 "，",，# 和 ! 的函数。如果知道等离子体微波透射吸收频带内的 - 个信号的频率分

别为 ".，"# 和 "-，及其透射相同厚度等离子体时相应的能量衰减值 ".，"# 和 "-，将其分别代入式（*）中，整理

可得下列方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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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式（/）和式（+）即可解出 ", 和 (。由电子密度 )’ 0 "
#
,$$*’ 1 +

# 可以求出等离子体中的电子密度。

!" 诊断系统及实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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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等离子体微波三频点透射衰减测量系统

5 5 诊断系统由扫频信号源、标量网络分析仪、微波宽带喇

叭、功率分配器和定向耦合器等构成，其结构如图 . 所示。微

波信号从扫频信号源输出，经功率分配器后成为两路，一路直

接经检波器 # 输入标量网络分析仪的 D 通道，作为计算输入

功率的参考。另一路经定向耦合器后，由发射喇叭辐射出去。

辐射信号在被检测物表面产生的反射信号由定向耦合器输入

到标量网络分析仪的 E 通道。透过被检测物的辐射信号经

接收喇叭和检波器 . 输入标量网络分析仪的 " 通道。设反

射功率为 ,@，透射功率为 , <，发射喇叭的入射功率为 ,3，则信

号透射等离子体所造成的功率衰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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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0 .$%&（, < 1 , 3），-@ 0 .$%&（,@ 1 , 3），分别为标量网络分

析仪测得的透射衰减增益和反射增益。

5 5 测量前先对系统进行校准。在无等离子体的情况下，认为接收喇叭收到的功率为 ,3，同时认为无反射功

率（,@ 0 $），将标量网络分析仪调整为 $ !"。当等离子体存在时，由于其对微波的透射衰减和反射作用，-< 和

-@ 的值将分别减小和增大。当 -@ 较小时，可以认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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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气压为 -$$ 67 时等离子体对微波的反射与透射衰减曲线

5 5 使用上述系统对长方体封闭腔内低气压条件下氦气

辉光放电所产生的等离子体进行了诊断，测量电子密度

和碰撞频率。封闭腔内两平行板电极间距 -* =9，放电

电流为 +*$ 9E。选取 + 个气压值分别为 .$$，-$$，*$$
和 )$$ 67 进行测量，扫频信号源扫频范围为 # H ( IJK。
为了验证该方法的性能，同时以双探针在两电极板中间

位置进行诊断，并将两种方法所测得的结果进行比较。

图 # 为 -$$ 67 气压条件下标量网络分析仪所测得的等

离子体对微波反射与透射衰减的曲线。

5 5 图 # 中反射曲线说明，在该放电条件下，等离子体对 # H * IJK 频率范围内的微波具有较强的反射，而在 *
H( IJK 频率范围内反射稍小，显然等离子体对不同频率的微波具有不同的吸收和反射作用。其它气压条件

下的测量曲线也有类似的结论。为使测量结果准确，尽量选择反射功率较小的频率点，这里我们选择 /4 #，/4 (
和 )4 + IJK 三个频率，其诊断结果如表 . 所示。采用双探针诊断时，可以直接得到电子密度值，碰撞频率由所

测电子温度结合文献［(］中的图表及公式得到。

5 5 由表 . 中数据可以看出，在不同气压条件下，两种方法所测得的数据基本一致。与利用双探针诊断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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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两种方法得到的碰撞频率吻合较好；微波透射衰减法诊断出的密度值较大，约是双探针法诊断结果的

!" #$ 倍，但相应结果均处在同一个量级约 !%!# & ’(。

) ) 造成三频点微波透射衰减法与双探针法诊断结果之间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有：首先，等离子体对微波吸收

衰减的理论推导是基于平面波的传播特性，而在实际测量过程中，由于测量距离较近，喇叭天线所发射的是一

柱面波。其次，在产生等离子体后，接收喇叭接收到的信号的减小并不完全由等离子体内部的衰减造成，而是

包含了等离子体边界的反射。由于等离子体的边界并非平面，其密度分布不均匀，因此部分反射能量不能完全

进入发射喇叭，使表现出的反射功率小于实际值，但在测量时认为 !!" 而未将该因素扣除。同时，这一差异

还与数学上的近似和测量过程中存在的误差等因素有关。该方法是利用衰减测量值来反推等离子体的电子密

度和碰撞频率，因而诊断结果的精度与衰减测量的精度密切相关。另外等离子体的不稳定性、仪器稳定度均可

产生误差。

表 !" 三频点微波透射衰减诊断和双探针诊断的结果

#$%&’ !" ()$*+,-.)/ 0’-1&.- %2 .3’ 4)/0,5$6’ $..’+1$.),+ $+7 7,1%&’ 80,%’ 4’.3,7

# * +,
,--./0,-12/ * 34 &15627,8. ,--./0,-12/ 3209:. ;629.

#< = >?@ #< A >?@ $< B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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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 $ !!< (% !(< $C A< % C< C B< A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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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了减小测量误差，在保证喇叭的 ( 34 波束角完全包含在等离子体区域的同时，喇叭尽量远离等离子体，

从而使微波以接近平面波方式入射。在选择测量频率点时，应使所选的三个频率较为接近，以减小扫频间隔时

间内由等离子体及仪器的不稳定性造成的影响。

9" 结" 论

) ) 我们提出了利用微波透射等离子体时在 ( 个相邻频率点上的衰减值，同时诊断等离子体中的电子密度和

碰撞频率的方法。使用该方法与双探针法对同一状态下的等离子体进行了诊断对比。结果表明，两者所得到

的碰撞频率基本一致，前者得到的电子密度普遍大于后者，但仍然处于同一数量级。不同放电状态下的诊断结

果具有一致性，说明该方法的诊断结果较为可靠。

) ) 采用三频点微波透射衰减诊断方法，虽然得到的仅是等离子体在传播路径上的平均电子密度，而不能如静

电探针法一样得到电子密度的分布，但是在较高气压及其它静电探针使用受限的条件下，该方法仍然适用，并

可同时得到等离子体的电子碰撞频率。另外，使用该方法时，可以采用能量较小的微波，不会对等离子体本身

造成显著影响，该方法可用于等离子体的初步诊断，具有较广的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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