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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关于微波固态电路分析与设计的专著。本书共分为15章，其主要特点是：广泛覆盖无源和
有源射频和微波电路设计技术；介绍了微波电路包括制造技术方面的具体问题处理经验，以及异质结
构和宽禁带器件；综述MEMS技术；提供一些小型化和低成本电路设计方法；收集了较多的设计曲线
和表格，便于读者使用。
　　本书结构紧凑，内容简练，由浅入深，既可作为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等相关专业本科生和研
究生的教材，也可供从事电子信息技术行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学习参考。

　　基于砷化镓(GaAs)技术的微波单片集成电路(MMlC)具有体积小、性能优越的主要特点，其应用越
来越广泛。MMIC应用的电子系统有：卫星通信、相控阵雷达系统、电子战、以及其他军事系统，同
时也广泛应用于消费类电子领域。《微波固态电路设计(第二版)》对射频和微波电路技术的发展进行
了广泛的探讨。
　　本书的作者是一支优秀的专家队伍，为读者提供了网络理论基础、无源电路设计、固态器件和微
波电路的全面发展现状。本书通过大量的参考文献和习题的配合，系统介绍了传输线和集总元件、谐
振器、阻抗匹配网络、混合接头和耦合器、滤波器、有源和无源固态器件、振荡器、放大器、检波器
和混频器、微波控制电路、倍频器和分频器、微电子机械系统(MEMS)以及电路制造技术。书中附录
介绍了S参数和ABCD参数、传递函数，列出单位和符号以及一些物理常数，以方便读者阅读本书。
　　本书主要特点：
　　·广泛覆盖了无源和有源射频和微波电路设计技术
　　·介绍了微波电路包括制造技术方面的具体问题处理经验
　　·综述了MEMS技术
　　·介绍了异质结构和宽禁带器件
　　·提供了一些小型化和低成本电路设计方法
　　本书作为一本重要参考书，为从事射频和微波工程的研究人员、工程师、研究生等提供了大量有
价值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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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dangdang网购物服务不错
2、拿来做毕业论文不错，一点不实用
3、很全面的一本书,老外写的东西比国内的书要容易懂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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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好吧，我只是针对自己的专业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而写下的这些话，大抵也只是胡言乱语罢了
。我并不喜欢这个专业，主要的原因是这门专业不好学，如果不结合实际，基本上很难弄懂。而这门
课，我们本科时候上过，可惜考研是不考的，所以到了研究生，这门课差不多都忘光了。并非我故意
忘记书中内容，而是本科时候老师实在讲得不好。现在读研，碰到的老师还算不错，因此这门课回味
起来，也慢慢开始了解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了。很幸运地，研究生时我换了一本教材，就是换成
了这本老外写的《微波固态电路设计》，突然觉得很多东西都懂了。老外写的教材也可算是浅显易懂
吧，至少比我本科所用的教材要好很多。我们本科用的教材，是授课老师自己编写的，当然，我这么
说已经很给那位老师留面子了，教材的编撰，就是你抄我，我抄你，关键是，她连抄都抄不好。据同
学说，那位微波固态电路的书大部分内容来自于北理工的一本同名教材。问题是她抄得不到家，最后
弄成的书完全没有体系，这点就很囧了。以前曾和同学分析过为什么这本教材如此烂，讨论了很久，
觉得有两种原因。一是写教材的人自己也没弄懂，二是写教材的人弄懂了，但是表达不出来。比方说
有一些比较微观的细节，懂的人不会去注意，但是不懂的人在这些地方就要卡壳。没办法，中国人就
喜欢这样写教材。而老外的教材，虽然篇幅花得比较多，但是讲得非常细致，从某种角度上来说，看
英文原版教材反倒比中文教材更好懂。这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现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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