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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天线手册（第22版）》是美国业余无线电协会经典手册之一，包含了设计完整的天线系统所需的所
有信息。
本书中既有现代天线理论，也含有大量实用的天线设计与制作的实例。通过使用本书，读者不仅可以
获得基本的天线设计知识，如线天线、环形天线、垂直极化天线、八木天线等，并且以这些知识为基
础，还可以进一步了解高等天线的理论和应用。
本书译自英文原版第22版，该版经过广泛修订，在原来版本的基础上补充了大量的信息，全新改写了
“建造天线系统和铁塔”“地面效应”“移动甚高频和超高频天线”“移动和海事高频天线”等章节
，并提供了很多令人兴奋的新天线项目，如C型极子不受地面影响的高频天线，在微波应用中的贴片
天线和Vivaldi天线，用于八木天线的一组新的半构件设计等。
本书适合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天线技术和射频技术等相关专业的工程师、技术人员及大专院校师生阅
读，本书的内容将为他们的学习与实践提供非常有益的帮助。

Page 2



《天线手册（第22版）》

作者简介

ARRL美国业余无线电协会 19 世纪90 年代，古列尔莫 ? 马可尼开始实验无线电报技术，业余无线电的
种子 就是在那时播下的。先是有几十人，随后有几百人，加入到马可尼的实验队伍中，他 们对无线
电发送、接收信息充满浓厚兴趣，其中少数人是出于商业目的，多数人仅 仅是喜爱这种新型的通信方
式。1912 年，美国政府开始颁发业余无线电操作员执照。 截至1914 年，美国已经有几千名业余无线电
操作员，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 火腿。来自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著名发明家与实业家希拉姆 ? 珀西
? 马克西姆 意识到应当建立一个团体，以便将人数不断增多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组织在一起。 1914 
年5 月，马克西姆建立了美国无线电转播联盟（ARRL）。今天，ARRL 有大 约15 万会员，是美国最大
的全国性业余无线电组织。ARRL 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 它致力于： ■ 提高会员对业余无线电通信与
实验的兴趣。 ■ 代表美国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参与立法活动。 ■ 促进会员之间的友谊，制定会员的
行为标准。 ARRL 的总部位于康涅狄格州纽因顿市郊外的哈特福德，总部工作人员为美国 各地的会员
提供各种服务。此外，ARRL 还是国际业余无线电联盟（IARU）的国 际秘书处，这个联盟由全世
界150 个国家的业余无线电组织组成。 ARRL 每月出版一期《QST》月刊，此外，还出版许多出版物，
涉及业余无线 电的所有领域。ARRL 总部的电台W1AW 每天发送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感兴趣的公 告，以
及莫尔斯电码练习报文。ARRL 有一个野外通信机构，机构的志愿者为业余 无线电爱好者提供与野外
通信有关的技术信息与技术支持，为各种公众活动提供通 信服务。此外，ARRL 代表美国业余无线电
爱好者，与美国联盟通信委员会（FCC） 和其他政府机构进行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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