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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大多数的仪器使用者对自己操作的高端仪器的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仪器无疑

是非常有用的，价格昂贵而又功能强大；另一方面，在开发仪器的操作使用和功能的

过程中，又显得捉襟见肘。针对后一种情况，目前采用的方法是培训，而培训起到的

效果十分有限，因为我们只对我们关心的内容感兴趣：培训的老师在上面讲了两天，

除了我已经知道的，我只关心我目前遇到的困难，讲到的时候会认真听讲、记录、提

问，对于暂时未涉及的领域还是采取自动忽略的态度。然而，培训漫漫，我很有可能

在恍惚之间错过了我想听的那一段，结果就是，不管他讲的什么，我会在课间向他提

问我的问题，解决眼前的问题。

本书在这一版本收集了几种常见且功能复杂的仪器，每种仪器搜集近百种的常见

使用问题及其操作案例。当然，数量上还远远不足，因为我一个人能想到的问题十分

有限。一个人和一种仪器搭档的时间越长，发现的问题越多，或者说经验越丰富。然

而，我还比较年轻，所以不可能使用很多种仪器，并且每种都操作颇多，因此不能提

供更大的样本空间。这就需要亲爱的广大读者帮忙，将本书未收录的但是您遇到过的

问题发给我，将您的经验转化为工具，来帮助更广大的群体。

将向读者的求助放在首页，让我很焦虑，因为有人看书直接看正文，这样他就看

不到我的求助；放在尾页我也焦虑，因为有人看完正文就把书合上，因此，我想把这

段文字放在正文之中。但是这是一本工具类的书，没有人会从头读到尾，他很可能还

是看不到，我焦虑至极，但是很快我找到了解决的方法：随机地在正文中插入若干个

本文内容，利用我学过的概率论的知识，我知道，如此这般，这段求助被读者发现的

可能将大大提高。我兴奋地将这个重大发现告知朋友，他们说这样不好，应该放在首

页，我说明了我的考虑，他们默默不语并且十分焦虑。他们都是好人，我不想让他们

焦虑，所以，还是放在了首页。

                                             王林林

                                          2016年11月29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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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新科技的应用给生活和工作带来了诸多方便，同时，困扰应运而生，尤其是在射

频领域，仪器的特点鲜明：功能强大、价格昂贵、操作复杂。这让工作人员对仪器又

爱又恨：爱它，因为价格不菲、功能强大，如果用得好，则可十分显著地提高工作效

率；恨它，因为功能太多、操作复杂、说明书看不懂，而且，可能会坏。购买时，可

能有销售人员上门培训，来个三五天的培训，但是只有三五天，再加上几百页的说明

书，就算能听懂也记不住，而且，销售人员哪里知道使用人员的确切需求。不得不承

认，有些时候，使用人员真地提不出具体的需求，射频工程师很质朴：有集成的功能

我就用，效率高；没有也无所谓，自己想办法，我能力强。

基于以上原因，编者编写了这部《微波仪器操作基础》，为的是让工程师们将手

中的仪器大胆地使用起来。注意！即便我们的能力再强，让手中价值百万的仪器只发

挥几万元的功能也是不合算的！

本书作为一本工具书，采用了字典式的设计，章与章、节与节之间相互独立。读

者若是需要，则直接打开目录，跳转到相应的章节，直接获取关心的内容，不必关心

上下文，以提高工作效率。如果您有时间，您就可以按照目录顺序，一节节来熟悉仪

器。如果您一遍看下来，您就会发现仪器的所有功能尽在掌握，换言之，本书用来培

训也能物尽其用。

本书共分5部分。第一章介绍射频信号线缆和射频转接器的技术参数和适用范围；

第二章频谱分析仪，从仪器的外观接口、安全操作、详细案例和外文菜单对照等几个

方面进行介绍；第三章矢量网络分析仪，从仪器的外观接口、安全操作、详细案例和

选型指南等几个方面进行介绍；第四章信号发生器，从仪器的外观接口和详细案例进

行介绍；附录部分收集整理了部分读者可能需要的资料。

《微波仪器操作基础》一书由王林林、王成、邸晶晶主编。第一章由王林林、邸

晶晶编写；第二章和第四章由王林林组织编写，胡卓林、李姣、徐靖玖、于麒、赵文

霞参与案例搜集和编写；第三章由王成、潘琳组织编写，宋晓婵、周佳胜参与编写；

附录部分由于鹏组织编写，周挺参与编写工作。编写工作历时很久，案例搜集困难重

重，感谢以上工作人员付出的努力和耐心。本书内容有限，针对读者的困扰，定有照

顾不周之处存在，望读者不惜笔墨，多多提点，编者定当改进。另由于编者水平有

限，文中必有不当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编者不胜感激。

                                             王林林

                                          2016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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