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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人工表面等离激元及其应用

编者按 人工表面等离激元是一种十分重要的亚波长电磁模式,基于这种波长较短的新型电磁模式,可开发

薄层化、轻量化、小型化的新型电磁材料与器件,在航空、航天、通信、隐身等领域具有十分重要及广阔的应用前
景。本专题依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高端功能与智能材料”“超材料加工制造关键技术与典型应用”、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基于人工表面等离激元色散调控的天线-天线罩一体化隐身设计研究”等项目设立,聚焦国内人工表
面等离激元的最新研究动态,汇集国内优秀团队研究成果,以期增进国内人工表面等离激元研究领域的学术交
流和应用技术探讨,促进人工表面等离激元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应用的发展。本期专题采用增强出版形式,读
者可扫描以下二维码查看相关支撑材料,以加深对论文内容、思路与方法的理解。

本期专题由5篇论文组成,分别是:
《单金属MOF衍生多孔碳微波吸收性能研究进展》介绍了单金属 MOF衍生多孔碳材料的研究现状和吸

波原理,并且详细总结了其在微波吸收领域的研究进展。通过分析单金属MOF衍生多孔碳做吸波材料存在的
问题并对其未来发展方向做出了展望和预测。

《人工表面等离激元片上传输线及其应用》通过对人工表面等离激元片上传输线的基本构型、小型化设计
及可重构设计的叙述,展现了人工表面等离激元片上传输线具有的极高自由度的特点,并介绍了人工表面等离
激元片上传输线的片上去耦应用和信号调制应用研究进展。

《传输特性动态可切换的人工表面等离激元传输线设计》设计了一种传输特性电控可调的人工表面等离激
元传输线。通过介质块等效模型分析了SSPP单元结构在二极管通断状态下的色散曲线和不同单元结构参数
对色散特性的影响,对SSPPs的动态传输调控研究和有源SSPP电路与器件的发展具有意义。

《人工表面等离激元馈电的宽带低旁瓣全角度波束扫描天线》提出了一款人工表面等离激元馈电的宽带全
角度低旁瓣波束扫描天线。采用人工表面等离激元馈电卵圆形辐射贴片阵列和对跖Vivaldi辐射器,实现了在

4~12
 

GHz(相对带宽100%)内全角度(180°)波束扫描,并通过对卵圆形辐射贴片进行锥形排布降低了天线在
漏波辐射时的旁瓣水平。该天线在雷达探测、目标跟踪等应用场景具有重要应用潜力。

《基于双层人工表面等离激元的高扫描率漏波天线》提出了一种新型双层SSPPs单元,并基于此实现了拥
有高扫描率特征的漏波天线。通过分别控制顶层和底层SSPPs单元的色散特性,实现对色散曲线的截止频率
和斜率的独立控制。所提出的漏波天线提高了周期相移的增长速率,实现了高扫描速率。该漏波天线能够在

8.8
 

~10.8
 

GHz之间的窄频段实现从后向-63°到正向63°的大角度连续扫描。
相关资料

MOF衍生多孔碳吸波材料   基于人工表面等离激元的

亚波长间距无线通信系统

  传输特性动态可切换的人工

表面等离激元传输线设计PPT
本期专题主持人简介

王甲富(1981-),男,山东聊城人,空军工程大学基础部物理与军用材料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全军学科拔尖人才、陕西省优秀青年科技新星、陕西省高校青年创新团队带头人、空军工程大学人工结构材
料及其隐身应用高端实验平台负责人,苏州实验室-空军工程大学超材料网络实验室主任,享受陕西省“三
秦人才”津贴、军队优秀专业技术人才一类岗位津贴。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工结构功能材料、隐身材料与隐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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