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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空环境中，利用空间反射电磁波测量装置，开展微波等离子体喷流对垂直和水平极化电磁波衰减的实验

研究，分析不同极化电磁波在等离子体中衰减的影响因素 *实验结果表明：以氩气为工质，真空室中微波等离子体

喷流对垂直和水平极化电磁波具有显著的吸收效应 *发生器流量、功率以及实验真空度对垂直极化电磁波在等离

子体中的衰减影响明显 *真空度和发生器功率对水平极化电磁波没有显著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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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引 言

电磁波在等离子体中的衰减问题是等离子体物

理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它广泛地出现在等离子体材

料处理、微波等离子体推进以及等离子体隐身等领

域，这方面的研究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 *当电磁波在

等离子体中传输时，波的极化方向以及等离子体参

数的变化将影响电磁波在等离子体中的衰减特性 *
影响电磁波在等离子体中衰减的参数一般有密度及

其剖面、电子与中性粒子的碰撞频率，人们对此已经

开展了许多理论和数值研究［#—)］以及实验研究［B，#$］*
数值研究用的模型为均匀或非均匀平板型和球面型

等离子体，并假设电子密度分布服从某种数学规律 *
然而实际应用中，等离子体很难以规律的形状出现，

电子数分布难以服从某种数学规律，也很难准确假

设电子和中性粒子的碰撞频率 *如果以非规则形状

的等离子体为计算模型，研究电磁波在其中的衰减，

则需要复杂的理论与数值模拟，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还未见公开报道 *本文从实验上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以微波击穿气体，在真空室中形成微波等离子体喷

流，直接研究电磁波的频率、极化方向、发生器流量

和微波功率以及真空度对电磁波在微波等离子体中

衰减特性的影响，比较垂直极化电磁波和水平极化

电磁波在微波等离子体喷流中的衰减特性差异 *

% A 实验系统与测量方法

测量等离子体与电磁波的相互作用，可以看成

是测量一种特殊气体与电磁波的相互作用 *目前虽

然还没有成熟的方法对这种相互作用进行测量，然

而可以借鉴电介质材料或吸波材料与电磁波相互作

用的测量方法，它包括空间反射电磁波和传输线方

法 *根据真空室中微波等离子体喷流的特点，这里采

用空间反射电磁波测量方法 *
图 # 为空间反射电磁波测量装置示意图，由真

空环境模拟实验装置、微波等离子体发生器、空间反

射电磁波测量装置组成 *真空环境模拟实验装置由

直径为 #A% 2、长为 / 2 的真空实验舱和两套真空泵

机组组成 *微波等离子体发生器由固态源、腔体和储

气瓶组成 * 固态源把电能转换为 %A’( CDE 的微波

能，微波能沿电缆通过真空实验舱法兰输入到腔体

中并在其中形成横电磁谐振波，气体从储气瓶进入

腔体后被微波能量击穿产生等离子体，等离子体再

经过喷口喷出形成真空环境中的微波等离子体喷

流 *空间反射电磁波测量装置由网络分析仪、发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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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角锥喇叭天线、检波器、电缆与各类接头组成 !

图 " 空间反射电磁波测量装置示意图

实验 系 统 待 测 量 的 参 数 为 回 波 损 耗 ! # $

"%&’（" # (")），其中 ")，" # 分别是测量信号输出功率

和反射功率，! # 的单位为 *+!利用空间反射电磁波

法测量等离子体的回波损耗的原理如下：网络分析

仪根据要求发射出一定频率范围的电磁波测试信号

沿电缆首先进入发射天线，并向空中辐射，辐射波遇

到腔体后端面及金属平板时被全反射，反射电磁波

辐射到接收天线后再沿电缆进入检波器被检波成电

流信号，再进入到网络分析仪 !网络分析仪对输出电

磁波和输入检波信号能量进行对比运算后，给出回

波损耗值 ! # !在全反射的情况下 ") $ " #，! # $ % !如
果腔体后端面及金属平板前存在等离子体并能吸收

通过的电磁波能量，则 ") , " #，! # - % !由此可见 ! #

愈小，等离子体对发射电磁波的衰减愈大 !
针对图 " 所示的实验装置，测量分两步进行 !

第一步是校准：在等离子体喷流产生前，首先测量空

间反射电磁波测量装置本身的回波损耗，并把测量

曲线全部校准为零，人为地定义在等离子体产生前

电磁波在金属板前为全反射状态 !第二步是差值测

量：等离子体喷流产生后，网络分析仪给出的回波损

耗代表等离子体对反射电磁波的衰减，即等离子体

的回波损耗 !
要实现以上测量，应合理地选择天线的型号与

性能，合理地设计天线之间的距离 !要求发射天线、

等离子体喷流、接收天线的路径长度 # 必须大于天

线的近场辐射距离，即

#% ! .$. (!，

其中 $ 为等离子体喷流尺寸，!为测试波长 ! 天线

的安装距离也应由实验确定 !经过实验测量，两天线

之间距离取 "%% // 以上可以避免互耦合，该距离实

际取 "0% //!待测目标还应放置在天线的感应场区

之外，为此选择等离子体发生器腔体端面和天线口

面之间距离为 "0% //!为了减少金属壁面引起的漫

散射，以保证测试信号免受干扰，在天线背壁、真空

实验舱内壁面以及天线架表面都粘贴吸波材料 !

1 2 实验结果及分析

实验时，固态源输出微波功率分别为 3.，33 和

4% 5，微波等离子体发生器以氩气为工质，流量分别

为 "，.26 和 6 7(/89!真空泵机组工作状态有两组和

一组泵分别工作，以产生不同的真空度环境 !角锥喇

叭天线的工作频率范围为 :—; <=>，天线放置的方

位不同可以形成电场方向分别与地面垂直和平行的

垂直极化和水平极化电磁波 !

!"#" 气体流量对电磁波衰减的影响

在微波发生器功率为 4% 5、开启两组真空泵和

不同气体流量条件下，测量得到的等离子体对垂直

极化和水平极化电磁波的回波损耗如图 . 所示 !从
图 . 可以看出，当流量比较小时，等离子体对垂直极

化电磁波的衰减较小，在实验频率范围内的平均值

为 "—. *+!而等离子体对水平极化电磁波有较大的

衰减，在实验频率范围内的平均值为 "% *+ 左右，而

且衰减随着频率的增加而增加 !当气体流量增加时，

等离子体对垂直极化电磁波的衰减增加 !当气体流

量为 .26 和 6 7(/89时，回波损耗平均值分别为 6 和

"% *+ 左右 !气体流量增加时等离子体对水平极化电

磁波的衰减是先减少再增加，最后使垂直极化和水

平极化电磁波的衰减趋于一致 !
文献［6—;］指出，对于平板型和球面型等离子

体，当电子密度和等离子体频率在最佳值范围内增

加时，等离子体对电磁波的衰减单调增加 !文献［3］

对水平极化和垂直极化电磁波在金属平板前等离子

体层中的反射系数进行了计算，计算结果是随着等

离子体中电子密度的增加，等离子体对垂直极化电

磁波的反射系数单调地降低；当电子密度增加到一

个最佳值时，电磁波的反射系数降至最低，随后又随

电子密度的增加而增加；而电子密度对水平极化电

磁波反射系数的影响则有着比较复杂的规律 !这些

结论可借以解释实验规律：气体流量从" 7(/89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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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当微波功率为 "# $ 时，不同气体流量下等离子体对垂直

极化和水平极化电磁波的回波损耗 （%）气体流量为 & ’()*+，真

空度为 #,& -%；（.）气体流量为 !,/ ’()*+，真空度为 #,& -%；（0）气

体流量为 / ’()*+，真空度为 #,1 -%

到/ ’()*+，发生器腔体内有更多的气体原子被电离，

从而使喷出的等离子体喷流中电子密度以及电子和

中性粒子的碰撞频率逐渐增加，但是其值还达不到

最佳 2这也就是实验中垂直极化电磁波在等离子体

中的衰减随气体流量增加而增加，但水平极化电磁

波随气体流量的增加而出现复杂变化现象的原因 2

!"#" 微波功率对不同电磁波衰减的影响

在开启两组真空泵、不同发生器功率（1!，11，"#
$）和不同气体流量（&，!,/，/ ’()*+）条件下，测量得

到等离子体对垂直极化和水平极化电磁波的回波损

耗如图 3—图 / 所示 2 当气体流量取 & 和 !,/ ’()*+
这两个较小值时，等离子体对垂直极化电磁波的衰

减随功率的减少而增加 2最大功率（"# $）条件下，实

验频率范围内最小衰减平均值为 3 45 左右；最小功

率（1! $）条件下，最大衰减平均值为 &# 45 左右 2当
气体流量增加到 / ’()*+ 时，等离子体对垂直极化电

磁波的衰减将不再随功率的增加而变化 2气体流量

取 & 和 !,/ ’()*+ 这两个较小的值时，等离子体对水

平极化电磁波的衰减随功率的改变而变化不大 2但
是，在较大气体流量（/ ’()*+）和 11 $ 功率点上出现

了异常现象，这可能与实验异常有关 2

图 3 气体流量为 & ’()*+ 时等离子体对电磁波的回波损耗

（%）垂直极化，（.）水平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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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气体流量为 "#$ %&’() 时等离子体对电磁波的回波损耗 （*）垂直极化，（+）水平极化

图 $ 气体流量为 $ %&’() 时等离子体对电磁波的回波损耗 （*）垂直极化，（+）水平极化

对实验结果的分析表明：发生器功率的提高，

有可能使 腔 体 内 等 离 子 体 中 电 子 吸 收 更 多 的 微

波功率，使其具有更高的能量和碰撞频率，从而使得

喷流的碰撞频率相应提高 ,在低气体流量下，喷流中

电子密度较低，等离子体对垂直极化电磁波的衰减

主要受控于碰撞机制，表现出发生器功率对电磁波

的衰减影响显著 ,在高气体流量下，喷流中电子密度

较高，等离子体对垂直极化电磁波的吸收主要受控

于电子在电场中的加速和能量转移，因而受发生器

功率的影响较小 ,当气体流量一定时，发生器功率的

提高导致等离子体对垂直极化电磁波衰减降低，其

原因可能是电子与中性粒子碰撞频率与最佳值的偏

差加大 ,
在实验选取的参数范围，当气体流量一定时，等

离子体对水平极化电磁波的衰减没有受到微波功率

明显的影响 ,

!"!" 真空度对不同电磁波衰减的影响

在发生器功率为 -. /、不同气体流量（0，"#$，$
%&’()）条件下，分别开启两组和一组真空泵以研究

真空度对不同极化电磁波在等离子体中衰减的影

响，测量得到等离子体对垂直极化和水平极化电磁

波的回波损耗如图 1—图 2 所示 , 当气体流量较小

（0 %&’()）时，等离子体对垂直极化电磁波的衰减受

真空度的影响比较显著 ,两组和一组泵分别开启时，

真空环境压强由低向高变化，在 !—1 345 测试频率

范围内，等离子体对垂直极化电磁波的衰减由低向

高变化，其差值平均约为 - 67 左右 ,当气体流量为

"#$ %&’() 时，在 $—- 345 频率范围内，两组和一组

泵分别开启垂直极化电磁波衰减由低向高变化，平

均值相差约 1 67 左右 ,当气体流量为 $ %&’() 时，在

整个实验频率范围内，两组和一组泵分别开启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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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微波功率为 "# $、气体流量为 % &’()* 时等离子体对电磁波的回波损耗 （+）垂直极化，（,）水平极化

图 " 微波功率为 "# $、气体流量为 -./ &’()* 时等离子体对电磁波的回波损耗 （+）垂直极化，（,）水平极化

图 0 微波功率为 "# $、气体流量为 / &’()* 时等离子体对电磁波的回波损耗 （+）垂直极化，（,）水平极化

极化电磁波衰减没有明显的变化 1
真空度和气体流量共同影响着等离子体的喷流

参数，如压强和速度的分布，从而也影响着电子密度

以及电子和中性粒子的碰撞频率分布 1 当气体流量

较小时，等离子体喷流比较稀薄，喷流外界环境压强

的变化很容易影响到等离子体内部，从而导致其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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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变化，引起电子密度及与中性粒子碰撞频率的

变化，表现出在低流量下垂直极化电磁波在等离子

体中衰减易受真空度的影响 !在较高气体流量条件

下，等离子体喷流压强比较高，真空度的变化不易影

响到等离子体喷流内部，从而使电子密度及与中性

粒子的碰撞频率受到的影响也比较小 !当气体流量

一定时，如果真空度比较高，则等离子体喷流中电子

自由程比较长，电子与中性粒子碰撞频率较低 !随着

真空度的降低，电子自由程缩短、与中性粒子碰撞频

率提高，使电磁波的碰撞吸收功率增加、这也就是气

体流量一定、真空度降低反而使垂直极化电磁波的

衰减提高的原因 !
实验的真空度变化并没有引起水平极化电磁波

衰减有明显的变化，说明真空度对水平极化电磁波

衰减影响的敏感度较低 !

" # 结 论

采用空间反射电磁波测量方法，在低辐射真空

环境中可以有效测量等离子体对电磁波的衰减 !在
本文的实验条件下，微波等离子体喷流对垂直极化

和水平极化电磁波具有显著的吸收效应，并且受气

体流量、微波功率和真空度的影响 !当其他条件一定

时，低流量下等离子体对垂直极化电磁波的衰减明

显小于对水平极化电磁波的衰减 !气体流量、微波功

率和真空度对垂直极化电磁波有着明显的影响，但

微波 功 率 和 真 空 度 对 水 平 极 化 电 磁 波 的 影 响 不

显著 !
发生器气体流量的增加使等离子体喷流中电子

密度及与中性粒子的碰撞频率在最佳值内增加，从

而加强了等离子体对垂直极化电磁波的吸收 !发生

器微波功率的增加导致等离子体对垂直极化电磁波

的衰减降低 !
当气体流量较低时，垂直极化电磁波在等离子

体中的衰减易受真空度的影响；而在较高气体流量

下，真空度对垂直极化电磁波衰减的影响不大 !当气

体流量一定时，真空度降低反而使垂直极化电磁波

的衰减提高 !

［$］ %&’()* + , $--. !""" #$%&’ ! ()%’*% +,- ! !" /00
［1］ 2)*3455& 6，+378 , + $--0 !""" #$%&’ ! ()%’*% +,- ! #! 099
［0］ :);< =，>8?; @ A，24 : 1..$ ./,) ! 0/’-1& ()%’*% (23’ ! #!

$9.（&; >8&;?5?）［王 舸、陈银华、陆 玮 1..$ 核聚变与等离

子体物理 #! $9.］

［"］ B);< C 2，D4; E F，G&4 H 6 1..1 4,5% (23’ ! +-& ! $! $/1"（&;

>8&;?5?）［唐德礼、孙爱萍、邱孝明 1..1 物理学报 $! $/1"］

［I］ D4; E F，2& 2 G，G&4 H 6，C3;< @ @ 1..1 ./,) ! 0/’-1& ()%’*%

(23’ ! ## $0I（&; >8&;?5?）［孙爱萍、李丽琼、邱孝明、董玉英

1..1 核聚变与等离子体物理 ## $0I］

［9］ D4 : @，@);< ,，:?& J，6)3 = :，A? A G 1..0 4,5% (23’ !

+-& ! $# 0$.1（&; >8&;?5?）［苏纬仪、杨 涓、魏 昆、毛根旺、

何洪庆 1..0 物理学报 $# 0$.1］

［/］ D3;< K 2，>)3 , H，:);< = 1.." 4,5% (23’ ! +-& ! $% $$$.（&;

>8&;?5?）［宋法伦、曹金祥、王 舸 1.." 物理学报 $% $$$.］

［L］ @4); M >，D8& , 6 1.." ./,) ! 0/’-1& ()%’*% (23’ ! #& $I/（&;

>8&;?5?）［袁忠才、时家明 1.." 核聚变与等离子体物理 #&

$I/］

［-］ D3;< K 2，>)3 , H，:);< =，:);< @，M84 @，M84 ,，:);< 2，

N&4 B @ 1..9 62-& ! (23’ ! 7855 ! #% 1$"/
［$.］ J3*?7OPQ R，J43 D F $--L (23’ ! ()%’*%’ $ 0//"

I1$/$1 期 杨 涓等：真空中不同极化电磁波在微波等离子体喷流中的衰减特性实验研究



!"#$%&’$()*+ ,)-./ 0( *))$(-*)&0( 01 .&11$%$()+/ #0+*%&2$.
3*4$ 5/ ’&6%03*4$ #+*,’* 7$) &( 4*6--’!

!"#$ %&"#’ ()& *+#$ ,"- ./#01"#$ 2& !+#$03+"- 4+& %&#05+#$
（!"##$%$ "& ’()*"+,-)./(，0"*)12$()$*+ 3"#4)$/1+./ 5+.6$*(.)4，7.6,+ 78997:，!1.+,）

（;/</+=/> ? @/</AB/C :99D；C/=+E/> A"#&E<C+FG C/</+=/> H ,"I :997）

JBEGC"<G
K)/ A+<C-L"=/ G/EG A/G)-> -M EF"</ C/MN/<G+=/ L"=/ L"E "FFN+/> G- EG&>I G)/ "GG/#&"G+-# <)"C"<G/C+EG+<E -M >+MM/C/#GNI

F-N"C+O/> L"=/ E<"GG/C/> BI A+<C-L"=/ "C$-# FN"EA" P/G +# ="<&&A "#> +GE +#MN&/#<+#$ M"<G-CE Q RSF/C+A/#G"N C/E&NGE E)-L G)"G +#
G)/ ?—H .TO MC/U&/#<I "C/" -M G/EG+#$ L"=/，G)/ FN"EA" "BE-CBE =/CG+<"NNI "#> )-C+O-#G"NNI F-N"C+O/> L"=/ -B=+-&ENI Q K)/ A"EE
MN-L C"G/ "#> F-L/C -M $/#/C"G-C "#> G)/ B"<V$C-&#> FC/EE&C/ "MM/<G G)/ "GG/#&"G+-# -M =/CG+<"NNI F-N"C+O/> L"=/ Q *&G G)/ F-L/C -M
$/#/C"G-C "#> >/$C// -M ="<&&A "NA-EG >- #-G "MM/<G G)/ )-C+O-#G"NNI F-N"C+O/> L"=/ "GG/#&"G+-#Q

!"#$%&’(：/N/<GC-A"$#/G+< L"=/ FC-F"$"G+-# +# FN"EA"，FN"EA" B"E+< FC-F/CG+/E，/N/<GC-A"$#/G+< L"=/
)*++：W:?9@，W::W，:889X

!5C-P/<G E&FF-CG/> BI G)/ Y"G+-#"N Y"G&C"N Z<+/#</ [-&#>"G+-# -M \)+#"（.C"#G Y-Q 89W7W9H8）"#> G)/ JEGC-#"&G+<"N Z<+/#</ [-&#>"G+-# -M \)+#"（.C"#G

Y-Q:99D(JW]99W）Q

’ R0A"+N：I"#$P&"#^#LF&Q />&Q <#

D:87 物 理 学 报 WD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