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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中中中英英英英文摘要文摘要文摘要文摘要 

(a)(a)(a)(a)    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    

    在本報告中，我們呈現的主題為適用

於無線高速傳收系統之洩漏波天線，包含

了二種不同類型的天線，分別為：蕈狀結

構之複合左右手洩漏波天線以及圓極化背

接金屬共平面波導槽孔天線陣列。 

    在此，我們分別介紹此二種天線結構

的特性及應用如下: 

 

(一) 使用一分二功率分波器饋入蕈狀結

構之複合左右手洩漏波天線: 

    複合左右手傳輸線是近幾年非常熱門

的研究，其特殊性質，可用在洩漏波天線

上面。而傳統的洩漏波天線需要較複雜的

饋入電路以激發高階模，只能前向掃描，

但是複合左右手洩漏波天線具有從後向到

前向掃描能力，而且只需簡單和有效的饋

入結構。我們利用蕈狀結構來作為天線的

單元，並使用一分二功率分波器饋入天

線，並由遠場量測到主波束隨著頻率增

加，由後向輻射到前向輻射。 

(二) 圓極化背接金屬共平面波導槽孔天

線陣列: 

 本文中所提出的圓極化天線陣列之

操作頻率設計在12 GHz，並且為右 

手圓極化天線。此陣列的3dB軸比頻寬約

為11.4 GHz~12.4 GHz，符合直播衛星天 

 

 

 

線的下行頻段。天線輻射場型在邊射方向

(broadside)會有建設性干涉，具有高輻射增

益、主波束集中之特性，適合作為直播衛

星系統的收發天線。 

(b)    英英英英文摘要文摘要文摘要文摘要    

In this report, we presented two antenna 

designs: (1) mushroom structure for 

composite right/left handed leaky wave 

antenna, (2) circularly polarized slotted 

CBCPW antenna array with sequential 

rotation feeding method. In (1), the composite 

right/left handed leaky wave antenna is 

composed by the mushroom structure, and 

the angle of radiation rotates clockwise from 

-51 to 69 degree. In (2), according to the 

sequential rotation feeding method, a 

circularly polarized array can be composed of 

linearly polarized antennas. Therefore, we use 

the technique to produce the right-hand 

circularly polarization (RHCP) wave, and 

improve the aperture efficiency with six 

linearly polarized antennas. 

(c) 關 鍵 詞關 鍵 詞關 鍵 詞關 鍵 詞 - 蕈 狀 結 構  (mushroom 

structure)、複合左右手(composite right/left 

handed, CRLH)、特徵模態(eigenmode)、洩

漏波天線(leaky wave antenna)、色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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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ersion diagram) 圓 極 化  (circular 

polarization)、洩漏波天線 (leaky-wave 

antenna)、 背 接 金 屬 共 平 面 波 導

(conductor-backed coplanar waveguide)、槽

孔天線(slotted antenna)、軸比頻寬(axial 

ratio bandwidth)、DBS。 

 
二二二二、、、、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a. 一分二功率分波器饋入蕈狀結構之複

合左右手洩漏波天線 

 

 (1)規格： 

此天線所使用的材板為RO板，其規

格如下：介電常數( rε )：3.55  損耗正切

( δtan )：0.0027  導體金屬：銅(copper)，
71088.5 ×  S/m  板材厚度：1.524mm。所

需操作頻段位於5.6GHz~9.35GHz 。 

  

(2)設計原理： 

    首先，先使用蕈狀結構為二維複合左

右手的電路單元，如圖 1。並由等效電路

模型和特徵模態得到其色散圖，如圖 2。

可得到結構可以輻射的頻率，但是用特徵

模態求出的模態 1，無法支持背向的洩漏

波，我們會透過遠場場型的量測，驗證背

向洩漏波，是可以存在的。 

  

 (3) 天線結構： 

    圖3為一分二功率分波器饋入蕈狀結

構之複合左右手洩漏波天線，我們在 x 方

向擺放八個，y 方向擺放十六個，使得天

線能量可以洩漏完，並使用一分二功率分

波器饋入天線。 

 

(4)量測、模擬結果： 

    此報告中，使用Agilent E5071A量測

頻率響應，HP 8530A量測天線的場型。天

線量測的頻率響應分別如圖4所示，其頻

寬為5.6GHz~9.35GHz，另外於5.6GHz、

6.0GHz、6.4GHz、7.0GHz、7.5GHz、

7.9GHz、8.5GHz、9.3GHz量測的 yz平面

遠場場型，整理在圖5所示，可看出複合

左右手洩漏波天線具有從後向到前向掃描

能力，掃描角度為 51− �順時針轉到69�。

由上述結果，由主波束輻射角，反推相位

常數，畫出色散圖如圖 6，結構確實可存

在背向的洩漏波。 

 

b. 圓極化背接金屬共平面波導槽孔天線

陣列 

 

(1)規格： 

 本報告中所使用的板材為 RO4003

板，其規格如下：介電常數( rε )：3.55 損

耗正切( δtan )：0.0027  導體金屬：銅

(copper)， 71088.5 ×  S/m  板材厚度：

1.524mm。所需操作頻段位於12GHz。 

 

(2)設計原理： 

首先，透過全波分析(SDA)可以求得

背接金屬共平面波導的傳播常數並了解其

洩漏波的特性。在背接金屬共平面波導的

上層金屬蝕刻矩形槽孔，透過適當安排槽

孔的位置，可以使所有槽孔被等相位激

發，在邊射方向會有建設性干涉，並藉由

調整槽孔的旋轉角度去完成阻抗匹配。於

是我們設計出一個線性極化的高增益天

線，稱之為背接金屬共平面波導槽孔天線。 

運用序列轉動饋入法的概念，我們適

當設計饋入電路與天線擺放方式使得六個

背接金屬共平面波導槽孔天線組成一個具

有圓極化效果的陣列。此圓極化天線陣列

具有高輻射增益、高效率的特性。 

 

(3)天線結構： 

 首先，背接金屬共平面波導槽孔天線

結構如圖7所示，為高增益之線性極化天

線。接著，吾人利用序列轉動饋入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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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個該線性極化天線構成具有圓極化效果

之天線陣列如圖8所示，稱之為六單元之

圓極化天線陣列。為了達成序列轉動饋入

法所需之相位，吾人設計出一個功率分波

器作為訊號饋入之用，如圖9所示。 

 

(4)模擬與量測結果： 

此報告中，使用Agilent E5071A量測

頻率響應、HP 8530A量測天線的場型。模

擬與量測的頻率響應如圖10所示。量測的

右手圓極化場型，如圖12、圖 13、圖 14

所示。而量測的左手圓極化場型，則如圖

15、圖16、圖17所示。 

 

三三三三、、、、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在本報告中，我們呈現的主題為寬適用於

無線高速傳收系統之洩漏波天線，。報告

中，包含了兩種不同類型的天線，其結論

分別敘述如下：    

a. 一分二功率分波器饋入蕈狀結構之複

合左右手洩漏波天線： 

    本報告利用蕈狀結構來當作二維複合

左右手傳輸線的電路單元，並運用特徵模

態以及等校電路模型來找出結構的色散

圖，並利用可輻射的頻段，組成複合左右

手洩漏波天線，具有從後向到前向掃描能

力， 

b. 圓極化背接金屬共平面波導槽孔天線

陣列: 

    本報告利用序列轉動饋入法的方式，

來達到圓極化的效果，其天線陣列無論在

S參數頻率響應以及輻射場型上都具有優

秀的效能，並且擁有極佳的圓極化效果，

有利於使用在DBS系統上。的效能，並且

擁有極佳的圓極化效果，有利於使用在

DBS系統上。 

 
四、、、、圖表圖表圖表圖表 

 
圖1、蕈狀結構示意圖 

   

圖2、等效電路和特徵模態得到蕈狀結構

的色散圖 

 
圖3、一分二功率分波器饋入蕈狀結構之

複合左右手洩漏波天線 

 
圖4、天線頻率響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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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yz平面遠場量測場型(theta極化) 

圖6、實際量測得到的色散圖中Γ-X段 

 

圖7、背接金屬共平面波導槽孔天線 

 
圖8、六單元之圓極化天線陣列 

 
圖9、功率分波器 

 

圖10、六單元之圓極化天線陣列S參數量

測圖 

 



 5 

 
圖11、六單元之圓極化天線陣列軸比

(Axial Ratio)隨頻率的變化 

 
圖12、12GHz phi=0°平面之右手圓極化場

型圖 

 

圖13、12GHz phi=60°平面之右手圓極化

場型圖 

 

 

 

 
圖14、12GHz phi=120°平面之右手圓極化

場型圖 

 

圖15、12GHz phi=0°平面之左手圓極化場

型圖 

 
圖16、12GHz phi=60°平面之左手圓極化

場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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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12GHz phi=120°平面之左手圓極化

場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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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含實際已
達成數) 

本計畫實

際貢獻百
分比 

單位 

備 註 （ 質 化 說

明：如數個計畫
共同成果、成果
列 為 該 期 刊 之
封 面 故 事 ...
等） 

期刊論文 0 0 100%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論文 0 0 100% 

篇 

 
論文著作 

專書 0 0 100%   

申請中件數 0 0 100%  
專利 

已獲得件數 0 0 100% 
件 

 

件數 0 0 100% 件  
技術移轉 

權利金 0 0 100% 千元  

碩士生 3 3 100%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國內 

參與計畫人力 

（本國籍） 

專任助理 0 0 100% 

人次 

 

期刊論文 0 0 100%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論文 0 0 100% 

篇 

 
論文著作 

專書 0 0 100% 章/本  

申請中件數 0 0 100%  
專利 

已獲得件數 0 0 100% 
件 

 

件數 0 0 100% 件  
技術移轉 

權利金 0 0 100% 千元  

碩士生 0 0 100%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國外 

參與計畫人力 

（外國籍） 

專任助理 0 0 100% 

人次 

 



其他成果 

(無法以量化表達之成

果如辦理學術活動、獲
得獎項、重要國際合
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
力及其他協助產業技
術發展之具體效益事
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
列。) 

無 

 成果項目 量化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測驗工具(含質性與量性) 0  

課程/模組 0  

電腦及網路系統或工具 0  

教材 0  

舉辦之活動/競賽 0  

研討會/工作坊 0  

電子報、網站 0  

科 
教 
處 
計 
畫 
加 
填 
項 
目 計畫成果推廣之參與（閱聽）人數 0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度、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利、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度、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說明，以 100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說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利等情形： 

論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利：□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字為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