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驻波分布特性的测量

实验二



一、实验目的

了解测量线的调整和使用方法；

通过测量观察测量线终端接不同负载（短路、开口、喇
叭天线、匹配负载）时系统中形成的驻波分布情况;

掌握用直读法测量负载驻波比的方法。



二、实验原理

测量线调整:

▪探针伸入波导内→引入不均匀性

→等效：

gp反映探针吸取功率的大小

bp反映探针在波导中产生反射的影响

端接任意负载时→ gp分流，驻波波腹点电场强度比真实值小;

bp会使驻波波腹点和波节点位置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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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原理(续)

终端短路→波节点处Yin →∞ →波节位置不会偏移

终端短路→波腹点处Yp 影响明显 →波节位置因探针容性电
纳bp的存在→驻波波腹点向负载方向偏移

减小Yp的影响→gp：适当减少探针插入深度;

bp：调整探针的调谐电路；



二、实验原理(续)

调整方法：

探针深度：1.0~1.5mm(一般不需调整!)

终端短路→探针移至波腹位置→调节测量线上的调谐活塞→选放指示最
大→OK！

测量之前,先移动测量线探针观察某个波节点到相邻波腹点之间的间隔,如果比
四分之一波导波长大(或小)很多,就需要进行调谐.

注意事项：频率改变，调谐要重新进行！



二、实验原理(续)

驻波分布：
终端短路：测量线终端接短路板

终端开口：测量线终端开口

喇叭天线：测量线终端接喇叭天线

终端匹配：测量线终端接匹配负载

注意事项：终端开口与开路的区别



二、实验原理(续)

驻波分布测量方法:

测量线终端接待测负载→移动测量线探针→按一定方式
记录探针位置和检波指示值（d~i） →描绘驻波分布特性图
形



二、实验原理(续)

驻波比的测量原理:

驻波比（ρ,s)：描述驻波分布状态的重要参数；

小信号工作，平方律检波条件下，实验中可由如下公式得到驻波比

Imax和Imin分别是驻波波腹点和波节点的检波电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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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原理(续)

驻波比的测量方法：

直接法：测量线终端接上待测负载→移动探针至测量线中间部

位的波腹点→调整信号大小使波腹点的检波指示值达到满量程→移动
探针至相邻波节点→读取指针指示的选频放大器驻波比刻度线上的刻
度值→得到驻波比的值

注意事项：直接法测驻波比，最大可测量值小于10



二、实验原理(续)

1-测量线探针放置波腹点位置时,调整指示至满量程;

2-移动测量线探针至相邻波节点,读取驻波比刻度线上的值,即为S;

3-如果超过1-4量程,则增大一档选放分贝档,读取3.2-10量程上的值;

驻波比

4 1

①

②
10 3.2



二、实验原理(续)

 实验系统框图:



三、实验内容

系统调整：

工作方式：方波调制 工作频率：9370MHz

测量内容：按驻波分布的测量方法以及驻波比的测量方法分别

测量终端短路、开口、喇叭、匹配四种负载的驻波分布特性及驻
波比的大小；



三、实验内容(续)

驻波分布测量要求:(系统状态要求)

在短路情况下将波腹点的检波指示值通过衰减调节调至2/3量程,

不要调到满量程;

在开口以及匹配负载情况下保持系统状态不变时进行测量;

测完驻波分布后,用直接法测量驻波比;



三、实验内容(续)

驻波分布测量要求:(测量数据量)

短路、开口、喇叭：测量数据要求:至少包括两个波节点,三个波腹点,

且相邻波节和波腹点之间测量点不得少于4个;

匹配负载：情况下根据实际观测量适当数据点;



三、实验数据

测量次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 驻波比

短路

探针位置（mm） ．．．

检波指示值 ．．．

开口

探针位置（mm） ．．．

检波指示值
．．．

喇叭

探针位置（mm）
．．．

检波指示值 ．．．

匹配

探针位置（mm） ．．．

检波指示值 ．．．



四、报告处理

根据测量数据，在同一坐标系下，描绘四种负载的驻波分布；

根据测量数据，运用公式计算待测负载的驻波比，并与直接
法测量的数据作比较。



五、思考题

简述测量线探针电路的引入会对测量结果产生哪些影响？能
否消除？

你在实验中遇到哪些问题？是如何理解及处理的？

理解测量线终端开口及测量线终端开路的区别，并从驻波分
布、阻抗特性，驻波比方面加以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