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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利用矩量法分析了无限大金属平板上开有二维周期性孔阵的电磁散射特 性
。

通过

引人广义波导的概念
,

可以统一分析孔径形状为任意的这类频率 选择表面
。

作为示例
,

分别计

算了无限大平板上开有矩形
、

圆形 和等边三角形孔阵的散射特性
。

结果与现有文献中给出的数

据极为一致
。

关键词 电磁散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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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
,

颇率选择表面 28 . . 6 具有带通或带阻的滤波特性
,

在天线罩
、

反射器天

线及光束调控系统中获得了广泛应用
。

8 .. 的结构主要有 1 种
Ξ

一种是由金属贴片组成的

周期性阵列
,

另一种是在无限大导电屏上开有周期性的孔阵
。

对于这两种结构的分析
,

方

, 0 1 年 3 月 0 日收到
,

10 0 年 Ψ 月 日收到修改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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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求得了波导 中各次反射模的模式系数和波导 1 中各次传输模的模式系数
。

1 数值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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