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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微带．槽线转换接头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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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出并设计了两种新型的微带线 一槽线转换接头，分别由微带 T型分支、槽线 T型分支构成，接头可以很容 

易地实现低特性阻抗(z。)微带线至高特性阻抗(近似于 4z。)槽线之间的转换．实际制作了X波段槽线型背对背接 

头并进行了测试．结果表明，在 36％的频带内插入损耗小于 1．75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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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NoVEL MICRoSTRIP．SLoT-LINE TRANSITIoNS 

ZHANG Xu．Chun ， XIE Jun．Wei ， WANG Ji．Qin 

(1．Missile Institute，AFEU．，Sanyuan 713800，China； 

2．Qualent Technology Company，LTD．，Shenzhen 5 18053，China) 

Abstract：Two new microstrip-to—slotline transitions(microstrip T type and slofline T type)were described．The transitions 

Can easily realize the transforming from microstrip line with low characteristic impedance(Z0)to slotline with hi gh charac— 

teristic impedance(4Z0)．A slot—line back—to—back type operating in X—band was fabricated and measured．An insertion loss 

of less than 1．75 dB per transition was achieved over a 36％ bandwid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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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罱 

微带．槽线转换接头用途很广泛，可以用于微波 

毫米波集成 电路H J，也用 于某些天 线 的馈 电 

中[6,7 3．从结构上来说微带．槽线转换接头分为双面 

电路 。。和单面电路 。̈。两种，最简单的电路形式 

有 90。微带．槽线转换接头 及改进的宽带微带-槽 

线转换接头 』．一般来说，微带低阻抗线容易实现 

而高阻抗线较难实现，相反的，槽线高阻抗线容易实 

现而低阻抗线较难实现．微带线输出一般为50n，为 

了避免在微带．槽线转换接头中使用到低阻抗槽线， 

本文提出了两种新型的转换电路，第一种由微带 T 

型分支构成，第2种由槽线T型分支构成，以下分别 

简称作微带型和槽线型．两种接头都可实现微带线 

特性阻抗至近似于4倍该阻抗值槽线的转换．对接 

头的工作原理进行了分析，实际制作了工作于x波 

段的槽线型接头并进行了测试，对测试结果进行了 

1 结构及原理 

微带型接头如图 1(a)所示，由微带 T型分支 

环与终端短路槽线构成．槽线短路终端采用宽带 

径向线结构．微带 T型分支主线特性阻抗 z。，则两 

分支线特性阻抗 2z。，两分支线长度差 A舢／2(A舢 

为分支微带线中心频率的导波波长)，则分支线中 

信号在与槽线接头处等幅反相，从而在接地板上 

的槽缝中激励等幅同相信号，实现了场模式的转 

换，如图2(a)所示．而槽线与两分支微带线是串联 

结构，为了实现匹配，槽线特性阻抗取 4z。．槽线型 

接头如图 1(b)所示，相似的，由槽线 T型分支环 

与终端开路微带线构成，微带开路终端采用宽带 

径向线结构．槽线 T型分支主线与两分支线是串 

联结构，故若槽线T型分支主线阻抗4z。，则两分 

支线阻抗 2z。，两分支线长度差 A棚／2(A棚为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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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新型微带一槽线转换接头结构 ，(a)微带型 (b)槽线型 
Fig．1 Structure of novel microstrip—to—slot—line transition， 

(a)microstrip type，(b)slot line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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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新型微带一槽线转换接头工作原理 ，(a)微带型，(b) 

槽线型 
Fig 2 Principle of the novel microstrip-to—slot line transition， 

(a)microstrip type，(b)slot line type 

中心频率的导波波长)，则分支线中信号在与微带 

线接头处等幅同相，从而在微带线上激励等幅同相 

信号，实现了场模式的转换，如图2(b)所示，图中垂 

直于纸面向外的是分支槽线中切向电场分量．而微 

带线与两分支槽线是串联结构，微带线特性阻抗取 

z ．考虑到分支接头处的电抗效应，实际上槽线阻抗 

与微带线阻抗变换比近似等于4．接头的工作带宽 

主要受限于两分支线 180。的电长度差，两种径向终 

端也是限制接头带宽的因素． 

2 制作与测试 

根据以上原理再考虑到分支处的节电抗效应， 

设计制作了槽线型 x波段(fo=10GHz)微带 槽线 

接头，为了实测方便，将两个相同接头背对背连接， 

输出用微带线．选用介质板介电常数 9．6，介质厚度 

0．635mm， =0．001，电路板尺寸(24×40mm )．该 

槽线 型 接 头 实现 了微 带 线 Z =50Q (wm = 

0．64mm)至槽线 Z。=215Q(Ws=2．4mm)的转换， 

微带径向线半径 Rm=2．1mm，两节头间槽线长度 

ls=12．4mm．如图 3所示． 

图4所示为槽线型背对背接头电压驻波比及插 

入损耗的测试结果．由结果可见，单节接头在 36％ 

(8．25 ～11．88GHz)的带 宽 内插 入 损 耗 小 于 

1．75dB，电压驻波比小于2． 

图3 槽线型微带．槽线背对背接头结构 
Fig．3 Structure of back to back transition of slot—line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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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新型槽线型背对背接头测试结果，(a)VSWR，(b)S21 
Fig．4 Measured results of the back to back transition of slot 

．1ine type，(a)VSWR,(b)S21 

3 结论 

提出并设计的两种新型的微带线一槽线转换接 

头可以很容易的实现低特性阻抗(Z )微带线至近 

似于高特性阻抗(4Z )槽线的之间的转换．实际制 

作的x波段槽线型背对背接头的测试结果表明，接 

头在36％的带宽内插入损耗小于 1．75 dB，工作带 

宽主要受限于两分支线 180。电长度差的频带．该结 

构可用于 MIC及 MMIC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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