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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耦合波理论，对两类半径渐变圆波导 )*#! +)*#（! , "）模式转换器进行理论分析、数值计算和仿真模拟 -均匀

半径渐变波导高功率模式转换器，采用中心频率为 "’."% /01、六周期 )*#& +)*#2 模式和中心频率为 2%.2# /01、六周

期 )*#" +)*#& 模式两种设计参数 -非均匀半径渐变波导高功率模式转换器，采用中心频率为 2%.2# /01、六周期 )*#" +

)*#&模式为设计参数 -研究的重点在于保证足够转换带宽的情况下，力求最大化模式转换效率和模式纯度 -通过理

论分析和模拟，这种新型的非均匀半径渐变波导模式转换器在转换效率和带宽方面都明显优于传统的模式转换

器，峰值转换效率达 33.$4，转换带宽超过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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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功率微波电真空器件技术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基金（批准号：5678##"+#!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批准号："#’’$#&3）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

金（批准号：&##’#%"""%3）资助的课题 -

" . 引 言

目前，关于高功率模式转换器的研究对于微波

及毫米波应用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包括电子回旋谐

振加 热［"］、高 功 率 毫 米 波 回 旋 器 件［&］、雷 达［2］、

天线及微波测量等 -应用过程中由于所需微波模式

与微波源产生的模式不同而需要对源模式加以转

换 -通常，理 想 的 模 式 转 换 器 可 以 将 某 单 一 模 式

"##4地转换为所需模式，并具有相对稳定的带宽，

但有些情况下需要输出模式为混合模［%］-以下几个

因素决定了模式转换器的设计：输入、输出模式，模

式纯度，峰值功率和带宽 -如果被转换模式的波型指

数很大，通常采用准光模式转换器将其转换成准高

斯模［$］-此外，低阶模式主要通过波导模式转换器进

行互相转换 -
针对某种圆波导低阶模式 )*"! 的转换，如果角

向波型指数 " 发生变化，那么需要采用一种螺旋形

模式转换器［!］-如果仅仅改变的是径向波型指数 !，

则需采用角向对称半径渐变模式转换器，这种转换

器波导壁沿轴向呈周期性微扰［’］-设计过程中，采用

耦合波理论［(］对其进行数值分析，结合高频结构仿

真软件 09:: 的仿真结果，对结构参数进行优化 -本
文研究并设计了两类半径渐变波导 )*#! +)*#（! , "）

模式转换器，重 点 研 究 的 是 非 均 匀 半 径 渐 变 模

式转换器［3］- 这 种 新 型 的 高 功 率 模 式 转 换 器 较

传统的均匀半径渐变模 式 转 换 器，具 有 更 高 的 转

换效率、更 宽 的 带 宽 和 更 紧 凑 的 结 构，中 心

频率处转换 效 率 达 33.$4，带 宽 超 过 ".$ /01
（本文定义模式转换 效 率 3$4 以 上 的 频 带 宽 度 为

带宽）-

& . 理论分析

实际的波导模式转换器、过渡器和耦合器在物

理上都是通过它们传播模式的耦合及相互作用完成

的，因此对它们的分析和设计亦要借助于这些模式

的电磁场表达方法 -利用波导模式对电磁场作级数

展开，在特定结构边界条件下的麦克斯韦方程组可

以变换为耦合波方程组或广义传输线方程 -耦合波

方程组一般是由无限多的一阶耦合常微分方程所组

成，每一个模式有两个方程，分别对应于它的正向行

波和反向行波分量 -
矩阵形式的圆柱模式耦合波方程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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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 ! 是波导轴向坐标，! 是矢量，它的分量是各

个波型的幅度 "# % "# 是指沿正 ! 方向传播的第 # 个

模的幅度，" # #是指沿负 ! 方向传播的第 # 个模的幅

度 %!是一个对角矩阵，!## "!# " #!# #代表第 # 个

模的耦合；"是耦合系数 % 对于不同的模式转换器，

!和"诸元的值取决于转换器的轮廓形状的频率 %
在过模圆波导变换器中，!# "## $ ’$# 是第 # 个模

的传播常数，其中$# 为波数，## 为衰减常数 %对于任

意两种模式 #，$，当 #!$，且 # ( )，$ ( ) 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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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是第 # 个模的波阻抗，%$# 代表第 # 个模到

第$ 个模的耦合因子 % 对于给定的变换器轮廓，耦

合因子仅由截面尺寸随轴向距离 ! 的几何变化率所

决定而与频率无关，因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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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表示转换器的半径，’- " !’
! !!) %针对本文所

研究的 ()#模，有贝塞尔函数的导数 /-)（%#）" )%
为了计算转换器中的模式变换，需要对（&）式进

行积分，由于耦合模的数目有无穷多个，对（&）式作

精确积分显得不切实际，但是针对具体问题，可以对

（&）式进行简化，用其近似解来分析和设计模式转换

器以得到初步的结果 %
入射端口输入单位幅度 "# " & 的模式 #，在通

过转换器时与其他模式相互作用，并将功率转换给

$ 模，同时部分功率被杂模 )（杂模数视实际情况而

定）耦合 %设计中集中精力提高 # 模到 $ 模的转换

并抑制杂模 ) %这时耦合波方程具有下列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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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发现，所有波数$、耦合系数"都依赖于 ! %（0）

式有初值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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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0）式中的第一式除以 "#，可写成

!（12"#）

! ! " # ’$# $"#$"$ *"# $"#)") *"# % （3）

由（0）式中的第一式和第二式及（3）式可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只要将（4）式中的 "$ *"# 改为 ") *"#，就可以类似地

从（0）式中的第一和第三式推出与（3）式相应的公式 %
如果（3）式等号右端第二项、第三项以及（4）式

中括号内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小到可以忽略，那

么可将（0）式积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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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能得到转换器输出端的输出模式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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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估计对（3），（4）式进行近似所引起的误差，将

（:）式进行分部积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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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仅考虑转换器内截止频率以上的模式之间相互作

用的条件下，对于工作频段内的任何模式都有

"$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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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式等号右端第一项绝对值的最大值总是比第

二项大得多 %这个结果可以用来检验（3），（4）式中被

忽略项是否足够小，以致可以忽略 %

, > ?@)#A ?@)（# $ &）模式转换器的设计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下面进行模式转换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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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
对于本文所研究的均匀半径渐变模式转换器，

转换器半径 !（ "）可以表示为

!（ "）" !# $!!%&’ (""
!( )
#

! （)*）

这里 !# 是平均半径，!! 是微扰幅值，轴向周期长

度 !# 由下式给出：

!! "!) $!(

" # ("!#
（ # " + )，(，⋯）， （),）

式中!) 和!( 是相互耦合模式的波数 ! 当 # " ) 时，

!# 就等于两种模式的拍频波长"- !满足（),）式的条

件则保证入射模功率向所需模转化的同时，能有效

抑制其他杂模的耦合 !
对于本文所研究的非均匀半径渐变结构模式转

换器，转换器半径 !（ "）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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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表示半径渐变周期数，其他参数的定义与第

一类结构相同 !
具体设计过程如下：根据设计要求提出的中心

频率和输入输出模式确定平均半径，主要遵循两点

原则 !一是工作在转换带宽频率下限时，可接受的最

小平均半径不至于使具有最高截止频率的模式截

止 !二是工作在转换带宽频率上限时，最大平均半径

的选择能有效抑制角向波型指数大于所需模的模

式 !平均半径与微扰周期 $ 对转换带宽和模式纯度

有很大影响，微扰幅值和转换器长度 % 则对提高转

换效率有重要的意义 !转换效率和转换带宽是同一

矛盾的两个方面，可以根据工程需求进行取舍，本文

倾向于牺牲一定带宽换取高的转换效率，采用六周

期 01#&2 01#（& 3 )）模式转换器，三维模型如图 )、图 (
所示 !

图 ) 六周期均匀半径渐变 01#&2 01#（& 3 )）模式转换器模型图

图 ( 六周期非均匀半径渐变 01#&2 01#（& 3 )）模式转换器模型图

,4 数值计算及仿真模拟结果

根据以上理论推导，可以计算出模式转换效率

和转换带宽 !通过对数值结果的观察，可以进一步优

化结构参数，为仿真模拟提供依据 !本文设计的两类

模式转换器结构参数由表 ) 给出 !

表 ) 模式转换器结构参数

均匀半径渐变结构 非均匀半径渐变结构

模式 01#(201#* 01#)201#( 01#)201#(

中心频率 5678 )94), *,4*# *,4*#

平均半径5:: */4;/# )*4/## )(4/##

(!! 5:: (4((, )4,,/ )4*;;

微扰周期 $ ; ; ;

转换器长度 5:: ,,<4/; ((94#)< )/(49)

图 *（=）示出了中心频率为 )94), 678、均匀半径

渐变 01#( 201#*转换器中各模式前向波相对功率沿 "
轴的变化 !从图 *（=）可以看出，沿着 " 轴 01#(模的功

率逐渐减少趋近于零，而 01#*模的功率逐渐增加，到

达转换器输出端的 01#* 模的功率占到输出功率的

>>?以上 !图 *（@）示出了输出模式比例随频率的变

化，间接地反映了转换带宽的大小，经观察理论带宽

可达 ) 678!
图 ,（=）示出了中心频率为 *,4*# 678、均匀半径

渐变的 01#) 201#(转换器中各模式前向波相对功率沿

" 轴的变化 !从图 ,（=）可以看出，沿着 " 轴 01#)模的

功率逐渐减少趋近于零，而 01#(模的功率逐渐增加，

到达转换器输出端的 01#(模的功率占到输出功率的

>>? !从图 ,（@）可知，理论带宽达 ) 678! 数值优

化过程中，我们发现四到六个几何周期都能实现

模式的高效转换，$ 值越大对带宽的限制越严重，

由于模式远离截止频率，反射波的影响可以忽略

不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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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中心频率为 "#$"% &’(、均匀半径渐变的 )*+,-)*+!模式转换器相对功率沿 ! 轴的分布和输出模式比例随频率的变化 " . /0

（1）模式相对功率沿 ! 轴的分布，（2）输出模式比例随频率的变化

图 % 中心频率为 !%$!+ &’(、均匀半径渐变的 )*+"-)*+,模式转换器相对功率沿 ! 轴的分布和输出模式比例随频率的变化 " . /0

（1）模式相对功率沿 ! 轴的分布，（2）输出模式比例随频率的变化

图 3（1）示出了中心频率为 !%$!+ &’(、非均匀半

径渐变的 )*+" -)*+,转换器中各模式前向波相对功率

沿 ! 轴的变化 0从图 3（1）可以看出，在一段时间内，

)*+"仍然占据极大的比例，此后 )*+" 迅速地转化为

)*+,模式 0可以观察到在转换器的输出端 )*+, 的比

例基本达到了 "++4 0从图 3（2）可以看出，这种转换

器的理论带宽达到 ! &’(，明显优于均匀半径渐变

模式转换器 0

图 3 中心频率为 !%$!+ &’(、非均匀半径渐变的 )*+"-)*+,模式转换器相对功率沿 ! 轴的分布和输出模式比例随频率的变化 " . /0

（1）模式相对功率沿 ! 轴的分布，（2）输出模式比例随频率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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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 软件的反复模拟，得到了两类模式

转换器模式电场强度分布截面图（图 $）% 从图 $ 可

以观察到，到达输出端的输入模式完全转化为所需

模式 %带宽变化的模拟结果如图 & 所示，仿真时由于

考虑了转换器腔壁造成的损耗，导致模拟带宽小于

理论计算带宽，但仍可满足设计要求 %

图 $ 模式转换器电场强度分布截面 （’）中心频率为 (&)(* +!,，! - $ 的均匀半径渐变 ./012./03模式转换器，（4）中心频率为 3*)30

+!,，! - $ 的均匀半径渐变 ./0(2./01模式转换器，（5）中心频率为 3*)30 +!,，! - $ 的非均匀半径渐变 ./0(2./01模式转换器

图 & 模式转换效率随频率变化的模拟结果 （’）中心频率为 (&)(* +!,，! - $ 的均匀半径渐变 ./012./03模式转换器，（4）中心频率为

3*)30 +!,，! - $ 的均匀半径渐变 ./0(2./01模式转换器，（5）中心频率为 3*)30 +!,，! - $ 的非均匀半径渐变 ./0(2./01模式转换器

6) 结 论

介绍了均匀半径渐变结构和非均匀半径渐变结

构两类 ./0" 2./0（" 7 (）模式转换器的设计 % 通过理论

分析、数值计算和仿真模拟表明，两类转换器都能有

效地进行 ./0" 2./0（" 7 (）模式转换 %通过对比可知，新

型结构的非均匀半径渐变模式转换器具有转换效率

更高（88)69）、带宽更宽（超过 ()6 +!,）、结构更紧

凑等优点，可用作 : ;; 回旋速调管外接模式转换器

及多种毫米波工程模式转换之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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