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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满足红外和雷达复合制导飞行器带外隐身的要求，设计了一种ＺｎＳ基底上的红外高通雷达带通的频率选

择表面（ＦＳＳ）组合膜。设计并分析了作为初始结构的电感性网栅薄膜，运用含阻抗边界条件的谱域Ｇａｌｅｒｋｉｎ法分

析了网栅膜基底上的开孔十字ＦＳＳ结构，该结构谐振频点为３１．７５ＧＨｚ，透射率为－０．３８ｄＢ，其对应的理想导体

（ＰＥＣ）表面ＦＳＳ的谐振频点为３３ＧＨｚ；为提高此组合结构的红外透射率，运用薄膜光学理论设计了由 ＹｂＦ３ 与

ＺｎＳｅ两种膜料组成的红外增透膜，膜层厚度为１．０８５μｍ。结合光刻与镀膜工艺制作了实验件，测试表明，该组合

薄膜在测试雷达频段平均传输系数小于－７．５１ｄＢ（谐振频点外），在谐振频点３１．５ＧＨｚ的透射率达到了

－０．６３ｄＢ；在长波红外平均透射率达到了８７．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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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期 朱华新等：　ＺｎＳ光窗上增透与带通频率选择表面组合膜设计

１　引　　言

频率选择表面（ＦＳＳ）是由周期性排列的金属贴

片单元（带阻型），或由金属屏上周期性的开孔单元

（带通型）构成的一种二维周期阵列结构［１，２］。ＦＳＳ能

够较好的控制电磁波的传输和散射，能使入射电磁波

在谐振频率处发生全反射或全透射。自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已经从理论建模、数值计算、工

艺实现及其工程应用对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研究。

传统的孔径型ＦＳＳ通常用于雷达波段
［３，４］，实

现选择性的全透射，一般的金属屏（如铜）是红外不

透明的，而孔径部分面积占金属屏的总面积较少，即

使是红外透明的基底，红外透射率仍比较低。为了

获得红外透明ＦＳＳ结构，关键问题在于寻求一种红

外透明导电的基底材料，然后在此基础上设置一系

列开孔单元，使其在微波频段具有带通滤波器的作

用。虽有一些报道能制备出红外透明且导电的薄

膜，如掺杂金属的类金刚石薄膜［５～７］，但制作成本较

高，加工难度大，因此网栅基底因其优良的红外透明

导电特性成为了首选。由于传统网栅只能透过红外

屏蔽雷达波，所以在此基底上设置一系列的孔径

ＦＳＳ结构单元，在雷达波段呈现出带通滤波特性，使

电磁波能在所需频段通过。

本文从网栅的基本理论出发，以谱域Ｇａｌｅｒｋｉｎ

法为基本分析方法，利用电磁场中的二重性原理对

含有一层介质衬底的红外透明带通ＦＳＳ进行了分

析计算。由于网栅基底表面存在表面电阻，对理想

导体表面的谱域方程进行了修正，并求得了此结构

的频率响应特性，最终根据光学薄膜的理论，设计了

红外增透膜［８～１１］。

２　基本原理

Ｒ．Ｕｌｒｉｃｈ
［１２］给出在自由空间中垂直入射情况

下网栅的透射率为

犜（０，０）≈
４犵

２

λ
２ ｌｎｓｉｎ

π犪（ ）［ ］犵

２

， （１）

式中犪 是网格线半宽度，犵 是网格周期。Ｌ．Ｂ．

Ｗｈｉｔｂｏｕｒｎ等
［１３］给出了无损耗、垂直入射情况下，

电介质边界的金属网栅透射率为

犜（狀１，狀２）＝
狀１狀２犜（０，０）

１＋犜（０，０）［（狀１＋狀２）
２／４－１］

，（２）

式中狀１ 为入射媒质折射率，狀２ 为出射媒质折射率，

犜（０，０）由（１）式得。

在光学频率范围内［１４］，对于能量系统，网栅格的

透射率可简单地由遮拦比（开口总面积的份额）给出

犜ｔｏｔａｌ＝
犵－２犪（ ）犵

２

＝ １－
２犪（ ）犵

２

． （３）

（３）式说明线宽２犪越小，周期犵越大，红外透射率越

高。由于网栅的光电特性是相互矛盾的，解决该矛

盾的途径就是在网栅周期（主要由屏蔽波长决定）一

定的情况下，２犪越小越好。

对于ＦＳＳ而言，它是一种周期性排布的结构，

利用电磁场中的二重性原理［１５］，孔径单元由入射场

激励起感应磁流，则单个单元的散射场可以表示为

犎ｓ（狓，狔）＝－ｊωε０犉（狓，狔）＋

［·犉（狓，狔）］／（ｊωε０）， （４）

犎ｓ为散射波磁场强度，犉为磁场的矢势。ＦＳＳ单元

孔径表面切向磁场边界条件为犎ｉｎｃ＋犎ｓ＝犣ｓ犕，其

中犎ｉｎｃ为入射波的磁场强度，犕 为等效磁流，犣ｓ 为

表面电阻，若ＦＳＳ屏为理想导体（ＰＥＣ），则犣ｓ＝０。

应用傅里叶变换，并利用弗洛盖（Ｆｌｏｑｕｅｔ）定理则可

得到谱域表达式为

－
犎ｉｎｃ狓 （狓，狔）

犎ｉｎｃ狓 （狓，狔
［ ］）＋犣ｓ

犕狓（α犿狀，β犿狀）

犕狔（α犿狀，β犿狀
［ ］）＝

４π

ｊωμ０犪犫∑
∞

犿＝－∞
∑
∞

狀＝－∞

犽２０－α
２
犿狀 －α犿狀β犿狀

－α犿狀β犿狀 犽
２
０－β

２［ ］
犿狀

×

犌（α犿狀，β犿狀）犕狓（α犿狀，β犿狀）　犕狔（α犿狀，β犿狀［ ］）Ｔ
×

ｅｘｐ（ｊα犿狀狓）ｅｘｐ（ｊβ犿狀狓）． （５）

式中犌（α犿狀，β犿狀）为谱域并矢格林函数，与ＦＳＳ单元

两侧的匹配介质有关。

由于ＦＳＳ阵列是二维周期结构，由傅里叶变换

的性质可知，α，β不再是连续的值，而是取一些离散

的值，他们相应的Ｆｌｏｑｕｅｔ谐波，其表达式为

α犿狀 ＝
２犿π
犃
＋犽狓，

β犿狀 ＝
２狀π
犅ｓｉｎΩ

－
２犿π
犃
ｃｏｔΩ＋犽狔

烅

烄

烆
，

（６）

式中Ω为ＦＳＳ两个周期方向的倾斜角，犃，犅分别为

两个周期方向的单元周期值，

犽狓 ＝犽０ｓｉｎθｃｏｓφ，　犽狓 ＝犽０ｓｉｎθｓｉｎφ， （７）

式中θ，φ分别为平面波入射角和方位角。

用矩量法求解（５）式，对于一般的规则图形单元

可用全域基函数将要求解的感应磁流展开，其他图

形单元的基函数选用子域基函数中的 Ｒｏｏｆｔｏｐ展

开，就可以求出等效磁流 犕，进而可以求出反射系

数和透射系数［１６］。

３　理论设计

先选择一块平板ＺｎＳ基底，厚度为１３ｍｍ，在

７６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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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波段介电常数εｒ＝４．５，ｔａｎδ＝０．００２，通过镀膜

与光刻手段制作出网栅，利用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ＧＸ傅里叶

变换光谱仪测试了其在网栅制作前后长波红外８～

１０μｍ透射率，如图１所示。

图１ ＺｎＳ基底和带网栅的ＺｎＳ基底透射率

Ｆｉｇ．１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ａｎｃｅ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ＺｎＳ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ａｎｄ

ＺｎＳｇｒｉｄ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

网栅周期为２５０μｍ，线宽为１５μｍ，第一个表面

方块的电阻约为５０Ω。从图１中看出，ＺｎＳ基底的透

射率约为７３％，其折射率为２．２左右，由于ＺｎＳ基底

在长波红外的色散很小，因此透射率曲线比较平坦，

网栅基底相对于原基底透射率下降了约８％，由（３）式

计算得到的网栅透射率下降为８．７６％，与测试比较接

近。但由于未镀制增透膜，因此整体的透射率较低，

因此增透膜的镀制是必不可少的。采用了ＺｎＳｅ和

ＹｂＦ３ 这两种膜料设计了增透膜，膜层总数为２层，由

于ＹｂＦ３ 暴露在空气中易潮解，因此外层为ＺｎＳｅ，膜

层总厚度为１．０８５μｍ，ＹｂＦ３ 和ＺｎＳｅ的厚度分别为

９２９ｎｍ和１５６ｎｍ，单面增透膜系的设计透射率曲线

如图２所示。从图２中看出，设计的单面增透膜平均

透射率在９８．５％以上。

图２ 设计增透膜的透射率曲线

Ｆｉｇ．２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ａｎｃｅｏｆ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ＡＲｃｏａｔｉｎｇ

网栅对雷达波有屏蔽作用，根据（２）式其仿真曲

线如图３所示。由图３看出，对于计算频段的透射

率比较低，均在－１０ｄＢ以下，对于更低的频率，网

栅的屏蔽效果更好，而对于高频屏蔽效能有下降的

趋势，这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此要在雷达波段

开通一个自身制导波段必须要在网栅基底上设置开

孔单元，如图４所示。

图３ 网栅基底计算频率响应特性

Ｆｉｇ．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ａｎｃｅｏｆｇｒｉｄ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

图４ 网栅基底ＦＳＳ

Ｆｉｇ．４ ＦＳＳｏｎｇｒｉｄ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

经参数调整，十字孔的单元周期为４ｍｍ，十字

孔长、宽分别为３．５ｍｍ 和０．５ｍｍ，网栅周期为

２５０μｍ，线宽为１５μｍ，其仿真曲线如图５所示。

图５ 理想导体表面ＦＳＳ和网栅表面ＦＳＳ频率响应特性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

ＦＳＳｏｎＰＥＣａｎｄｇｒｉｄ

图５中，两种ＦＳＳ的十字孔结构参数相同，选

频特性有一定的差异，理想导体表面ＦＳＳ的中心频

点高于网栅基底ＦＳＳ，网栅基底ＦＳＳ中心谐振频点

为３１．７５ＧＨｚ，透射率为－０．３８ｄＢ，而理想导体表

面 ＦＳＳ 中 心 谐 振 频 点 为 ３３ ＧＨｚ，透 射 率 为

－０．４３ｄＢ。引起中心谐振频点以及选频特性存在

８６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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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的原因在于网栅基底表面存在表面电阻，使得

两者的边界条件存在差异，由（５）式得出的表面感应

磁流不同，进而影响整个结构的选频特性。对于高

频处的起伏，分析原因是由于ＺｎＳ基底厚度相对于

此波段较厚，电厚度随波长周期变化较快，使得ＺｎＳ

基底本身的透射率在此波段起伏，受基底透射率的

调制，ＦＳＳ结构的透射率也有一定起伏。

由于增透膜总厚度仅为１．０８５μｍ，因此对ＦＳＳ

而言，起增透作用的介质膜的介质加载效应可以

忽略。

４　实验制作及测试

用于实验的热压ＺｎＳ基底大小为１５０ｍｍ×

１５０ｍｍ，用有机溶剂擦净表面，继而涂胶，而后进行

激光直写，再经过显影，后通过镀膜技术，沉积了Ｃｒ

和Ｃｕ膜，厚度分别为３０ｎｍ和２５０ｎｍ左右，Ｃｒ起

到连接作用，为一个过渡层，以提高 Ｃｕ膜的附着

力，再通过去胶得到图４所示的十字孔图形单元，最

后镀制双面的增透膜。

将制备好的实验件在微波暗室进行测试，测试

系统主要包括矢量网络分析仪和两个测试天线及转

台。测试分２步：１）测试并记录无实验件时接收信

号的幅度和相位，建立参考基准；２）插入实验件，测

试接收信号的幅度和相位，将它们分别与参考基准

相减得到实验件插入损耗和插入相位移。图６为

ＺｎＳ网栅基底ＦＳＳ结构的测试曲线，测试角度为０。

从测试曲线可以看出，测试值与计算值基本一致。

图６ 测试频率响应特性

Ｆｉｇ．６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从测试曲线中看出，测试中心谐振频点为

３１．５ＧＨｚ，透射率为－０．６３ｄＢ，而理论计算得到的

中心谐振频点为３１．７５ＧＨｚ，两者相差了２５０ＭＨｚ，

分析原因主要为：

１）理论误差：在求解（５）式时，感应磁流基函数

的展开模式、基函数的选取及个数以及Ｆｌｏｑｕｅｔ模

的数目均会产生理论误差；

２）工艺误差：在工艺上的误差，使得网栅线条

宽度存在一定的不均匀性以及线条的厚度不一致，

各处的表面电阻有差异，而谱域法是假设周期无限

大的情况，利用Ｆｌｏｑｕｅｔ定理，只需计算一个周期单

元，因此与实际模型存在差异；

３）测试误差：在测试过程中，实验件为有限大

平面，其边缘会产生边缘效应，发射天线的波束也只

能是一个近似平面波，存在一定的测试误差。但从

总体上看理论设计与实际测试还是很接近。

采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测试了样片的红外

透射率，如图７所示。从图７得，网栅基底的ＦＳＳ

结构平均透射率为８７．９５％，直接镀制双面增透膜

的ＺｎＳ基底的平均透射率为９７．６２％，前者比后者

降低了９．６７％。而网栅基底比纯ＺｎＳ基底透射率

下降约８％，两者相差了１．６７％，原因在于增透膜只

是针对纯ＺｎＳ基底的，因此网栅与该增透膜不匹

配，于是网栅和网栅基底上ＦＳＳ结构的透射率都与

遮拦比有关，即由（３）式决定，因此两者相差１．６７％

是合理的。

图７ 网栅基底ＦＳＳ红外透射率

Ｆｉｇ．７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ａｎｃｅｏｆｇｒｉ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ＦＳＳｉｎ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ｒｅｇｉｏｎ

５　结　　论

本文提出了采用网栅基底制作红外透明频率选

择表面的思想，从理论上得到了网栅的红外透射率，

与实际测试结果进行比较，运用谱域 Ｇａｌｅｒｋｉｎ法，

在透明网栅基底表面利用阻抗边界条件，推导出利

用该类材料制作的红外透明频率选择表面的电磁场

谱域积分方程，并求出其透射率曲线，理论仿真与实

际测试基本吻合。与传统的ＰＥＣＦＳＳ相比，ＺｎＳ网

栅基底ＦＳＳ结构不仅在雷达波段实现了频率选择

特性，而且实现了红外波段的高透射率，镀制红外双

层增透膜后的透射率达８７．９５％，测试雷达波段的

９６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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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振中心频点为３１．５ＧＨｚ，透射率为－０．６３ｄＢ，测

试结果表明，在飞行兵器复合制导窗口上，此红外透

明频率选择表面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参 考 文 献
１Ｔ．Ｋ．Ｗｕ．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ｎｄＧｒｉｄＡｒｒａｙ［Ｍ］．

ＮｅｗＹｏｒｋ：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１９９５

２Ｂ．Ａ．Ｍｕｎｋ．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

［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２０００

３Ｌｕ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ｇ，ＳｕｎＬｉａｎｃｈｕ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

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Ｙ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Ｙｌｏｏｐｅｌｅｍｅｎｔ［Ｊ］．犗狆狋．

犘狉犲犮犻狊犻狅狀犈狀犵狀犵．，２００５，１３（２）：２１９～２２４

　 卢　俊，张　靓，孙连春．Ｙ形和Ｙ环形单元特性的试验对比研

究［Ｊ］．光学精密工程，２００５，１３（２）：２１９～２２４

４Ｒ．Ｍｉｔｔｒａ，Ｃ．Ｈ．Ｃｈａｎ，Ｔ．Ｃｗｉｋ．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ｆｏｒ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ａｒｅｖｉｅｗ ［Ｊ］．犘狉狅犮．犐犈犈犈，１９８８，

７６（１２）：１５９３～１６１５

５Ｔ．Ｔａｋｅｎｏ，Ｈ．Ｓｈｉｏｔａ，Ｔ．Ｓｕｇａｗａｒａ犲狋犪犾．．Ｈｉｇｈｌｙａｄｈｅｒｅｎｔ

ｔｕｎｇｓｔｅｎ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ｄｉａｍｏｎｄｌｉｋｅｃａｒｂｏｎ（ＷＤＬＣ）ｃｏａｔｉｎｇｏｎａ

ＮｉＴｉｓｈａｐｅｍｅｍｏｒｙａｌｌｏｙｕｎｄｅｒ１０％ｔｅｎｓｉｌｅｓｔｒａｉｎ［Ｊ］．犇犻犪犿狅狀犱

牔犚犲犾犪狋犲犱犕犪狋犲狉犻犪犾狊，２００９，１８（２）：４０３～４０６

６Ｔ．Ｔａｋｅｎｏ，Ｈ．Ｍｉｋｉ，Ｔ．Ｔａｋａｇｉ犲狋犪犾．．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ｌｙ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ｔｕｎｇｓｔｅｎ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ｄｉａｍｏｎｄｌｉｋｅｃａｒｂｏｎｆｉｌｍｓ［Ｊ］．

犇犻犪犿狅狀犱牔犚犲犾犪狋犲犱犕犪狋犲狉犻犪犾狊，２００６，１５（１１）：１９０２～１９０５

７Ｔ．Ｔａｋｅｎｏ，Ｙ．Ｈｏｓｈｉ，Ｈ．Ｍｉｋｉ犲狋犪犾．．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ｅｎｅｒｇｙｉｎ

ｍｅｔａｌ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ＤＬＣ ｆｉｌｍｓ ｗｉｔｈ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ｍｅｔａｌ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Ｊ］．犇犻犪犿狅狀犱 牔 犚犲犾犪狋犲犱 犕犪狋犲狉犻犪犾狊，２００８，

１７（３）：１６６９～１７７３

８Ｚｈｕ Ｈｕａｘｉｎ，ＧａｏＪｉｎｓｏｎｇ，Ｗａｎｇ Ｘｉａｏｙｉ犲狋犪犾．．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ｔｈｉｎ ｆｉｌｍ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Ｆｏｕｒｉ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Ｊ］．犃犮狋犪 犗狆狋犻犮犪犛犻狀犪犮犪，２００８，２８（１２）：

２４３６～２４４０

　 朱华新，高劲松，王笑夷 等．结合傅里叶变换合成法设计均匀薄

膜［Ｊ］．光学学报，２００８，２８（１２）：２４３６～２４４０

９ＣｈｕｎｒｏｎｇＸｕｅ，ＫｕｉＹｉ，ＣｈａｏｙａｎｇＷｅｉ犲狋犪犾．．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ｓ

ｏｆＤＵＶ／ＵＶｆｌｕｏｒｉｄｅｔｈｉｎｆｉｌｍ［Ｊ］．犆犺犻狀．犗狆狋．犔犲狋狋．，２００９，

７（５）：４４９～４５１

１０ＺｈａｏＦｅｉｆｅｉ，ＺｈａｏＢａｏｓｈ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Ｘｉｎｇｈｕａ犲狋犪犾．．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ｉｕｍｔｈｉｎｆｉｌｍ 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 ｐｈｏｔｏｎ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ｉｍａｇ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Ｊ］．犃犮狋犪 犗狆狋犻犮犪 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０９，２９（１１）：

３２３６～３２４０

　 赵菲菲，赵宝升，张兴华 等．Ｇｅ薄膜特性及其在光子计数成像

系统中的应用［Ｊ］．光学学报，２００９，２９（１１）：３２３６～３２４０

１１ＺｈｏｕＭｉｎｇ，ＺｈａｏＹｕａｎａｎ，ＬｉＤａｗｅｉ犲狋犪犾．．Ｌａｓｅｒｄａｍａｇｅｏｆ

ｏｐｔｉｃａｌｆｉｌｍ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１０６４ｎｍａｎｄ５３２ｎｍ

ｐｕｌｓｅ［Ｊ］．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犔犪狊犲狉狊，２００９，３６（１１）：３０５０～３０５４

　 周　明，赵元安，李大伟 等．１０６４ｎｍ和５３２ｎｍ激光共同辐照

薄膜的损伤［Ｊ］．中国激光，２００９，３６（１１）：３０５０～３０５４

１２Ｒ．Ｕｒｉｃｈ．Ｆａｒ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 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ｍｅｓｈａｎｄｉｔｓ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Ｊ］．犐狀犳狉犪狉犲犱 犘犺狔狊．，１９６７，７（１）：

３７～５７

１３Ｌ．Ｂ．Ｗｈｉｔｂｏｕｒｎ，Ｒ．Ｃ．Ｃｏｍｐｔｏｎ．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ｃｉｒｃｕｉｔｆｏｒｍｕｌａｓ

ｆｏｒｍｅｔａｌｇｒｉｄ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ｓａｔａ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Ｊ］．犃狆狆犾．犗狆狋．，

１９８５，２４（２）：２１７～２２０

１４Ｆｅｎｇ Ｘｉａｏｇｕｏ，Ｆａｎｇ Ｌｉａｎｇ，Ｓｕｎ Ｌｉａｎｃｈｕ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ｍｅｓｈ ［Ｊ］．犗狆狋．

犘狉犲犮犻狊犻狅狀犈狀犵狀犵．，２００５，１３（１）：５９～６４

　 冯晓国，方　梁，孙连春．金属网栅结构参数设计与制作［Ｊ］．光

学精密工程，２００５，１３（１）：５９～６４

１５ＨｏｕＸｉｎｙｕ，ＷａｎＷｅｉ，ＴｏｎｇＭｉｎｇａｎ犲狋犪犾．．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ｔｈｅｌｏｓｓ

ａｎｄ ｂａｎｄｗｉｄｔｈ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ＦＳＳ ｗｉｔｈ ｍｕｌｔｉｌａｙｅｒ 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ｓ［Ｊ］．犑．犕犻犮狉狅狑犪狏犲，１９９９，１５（４）：３６６～３７０

　 侯新宇，万　伟，佟明安 等．带有多层介质衬底ＦＳＳ的损耗和

带宽特性分析［Ｊ］．微波学报，１９９９，１５（４）：３６６～３７０

１６ＬｉＸｉａｏｑｉｕ，ＧａｏＪｉｎｓｏｎｇ，ＺｈａｏＪｉｎｇｌｉ犲狋犪犾．．Ａｎｏｖｅ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ｏｆ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ｆｏｒｒａｄｏｍｅ［Ｊ］．犃犮狋犪犘犺狔狊犻犮犪犛犻狀犪犮犪，

２００８，５７（６）：３８０３～３８０６

　 李晓秋，高劲松，赵晶丽 等．一种适用于雷达罩的频率选择表面

新单元研究［Ｊ］．物理学报，２００８，５７（６）：３８０３～３８０６

０７７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