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波技术基础实验

一、双导线传输线的阻抗测量与阻抗匹配实验 ：

双导线传输线阻抗测量和阻抗匹配实验（也称长线实验）是微波技术课程
的经典实验，也是西电早年开发的传统实验，具有西电特色。实验概念清晰、
联系理论紧密、测试项目全面、易做易懂等特点，尤其是配合本实验室开发的
传输线理论CAI软件的使用，使传统实验增添了新的光彩。在2004年教育部专

家组对学校电子电工教学基地验收时，此实验得到专家们的一致好评。
长线实验是微波技术系列实验和微波网络系列实验的基础。本实验装置可

以测量传输线不同负载（短路、开路、匹配）状态下沿传输线驻波电压的分
布；可以测量一个给定天线的负载阻抗；可以对所测的负载进行单枝节匹配或
双枝节匹配。利用设备所附的软件可以演示短路、开路、匹配状态下入射波、
反射波、驻波的电压、电流波形及其相位变化情况；可以利用软件的单枝节匹
配或双枝节匹配功能直接计算出匹配点位置和枝节长度；软件还有典型例题计
算功能，增强对理论的理解与认识。

功能：１观察双导线传输线负载端接不同负载时，沿线驻波分布。
２测量双导线传输线的负载阻抗。
３用单枝节对负载阻抗进行匹配。
４用双枝节对负载阻抗进行匹配。

组成：１米波信号源（300MHz、大于20mW） ２长线盒 （铜棒、有机玻璃）
３驻波表 （量程100、精度4） ４短路枝节 （铜棒） ５ 短路片

６匹配电阻 ７阻抗圆图 ８传输线理论
CAI软件



短路状态：



开路状态：

用圆图求出天线负载阻抗：

用单枝节对负载阻抗进行匹配：





用双枝节对负载阻抗进行匹配：



圆图的其他用途：
圆图可以用来进行一些典型例题的计算，可以更直观的感受到各类题型的实际意
义，增强对理论的理解与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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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实 验二、双口网络参数测量验二、双口网络参数测量

一、基本要求

1掌握互易双口网络阻抗参数 散射参数 测量的三点法原理

2掌握用测量线 和 参数的测量方法，了解参数间等效关系

二、实验原理

1 互易双口网络参数的三点法测量原理

互易双口网络参数可用 复矩阵表征，互易条件

约束一个复矩阵参数。因此互易双口网络有三个独立复参数，三

次独立测量，决定四个参数。

做法是：在双口网络的输出端分别接三个不同已知负载，形成

三个单口网络，再分别测出三个不同的输入端阻抗或反射系数，

利用复矩阵变换关系，确定互易双口网络全部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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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互易双口网络 参数测量

参数定义双口网络归一化电

压和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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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三个已知阻抗，短路 开路 和匹配负载

解方程组可决定四个阻抗参数。可见三点法并不是唯一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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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双口网络结论：双口网络ZZ参数测量转化为在输出端参数测量转化为在输出端

分别接三种已知负载测出三种状态下的阻分别接三种已知负载测出三种状态下的阻
抗，解方程求解。即双口网络抗，解方程求解。即双口网络ZZ参数测量转参数测量转

化为单口负载阻抗的测量。化为单口负载阻抗的测量。33 互易双口网络互易双口网络SS参数的测量参数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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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方程求出S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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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参数是反射系数

如网络互易对称，则

只要进行两次独立测

量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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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方法

1  开启固态振荡器，进行探针调谐，使系统正常工作

2  测量线接短路板，测 、 。

3  做开路负载，置探针于 处，现检波器指示为0，测量线端

接可移动短路器，移动短路器，使指示最大，记下短路器刻
度，

实现开路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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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接待测双口网络，依次接短路、开路、匹配负载，在

靠信号源测量 和驻波比 。

5    按公式计算网络阻抗参数 和散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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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技术与天线微波技术与天线

实验三：晶体定标实验三：晶体定标

一、基本要求

掌握晶体定标方法，确定晶体的电压与电流关系即检波律n
二、实验原理

1  晶体定标原理 波导测量线技术的基本原理是通过伸

入测量线中的可移动探针检取内部场的电压(即正比于场 强

幅值)信号来了解待测负载的驻波场分布情况。实际上，探

针电压 是通过晶体检波转化为电流由光点检流计指示的。

因此，测量晶体的电压与电流关系 ，即确定晶体

检波律n是十分最要的基本实验。

2   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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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 相对值测量是根

据理想短路对驻波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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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方法

1、开启固态振荡器电源，在测量后接匹配负载，进行探针调谐

2、去掉匹配载接短路板，用交叉读数法测量波导波长

3、将探针移动到波腹位置，调可变衰减器使检流计指示为100

4、在波节点至波腹点之间取10点，电表读数5,10,15,20,      ，
100。

从波节点开始将探针逐次移动到这些点。记下 所对应探

针的读数 ，将数据记录于表中。

5、以 为横轴以 为纵轴将它们的数据标在座标纸上，连成光

滑曲线。

6、将公式 两边取对数解出检波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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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导波长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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