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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会议概况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9 1 %年

9 1 89 年 IE E E MT T 一 S国际微波会议

一
、

会议概况

19 89 年 E IE E MT T 一 S国际微波会议于 19 9 8年 6 月 21日至 6 1日在美国长滩召开
,

同时联合召开的还

有微波毫米波单片电路 (M i e r o w a v e a n d M i llim e t e --r w a v e M o n o li th i e C i cr u i t s
,

简称为 M M IC 或 M M M C )

会议
。

这次会议收到应征论文 5 19 篇
,

其中除美国外
,

来自其它国家的有 240 篇
,

被接受发表的论文 2% 篇
,

与

前年 (2 14 篇)相比
,

论文数有了大幅度的增加
。

340 余家公司参加展览
,

这是一次规模宏大
,

反映国际微波界

最新进展和最高水平的会议
。

我国被这次会议接受的论文有 6 篇
,

有 4 人出席会议
。

二
、

微波技术的现状及未来

会议内容十分广泛
,

M MM C 会议有 32 篇论文
,

分别在 8 个分组中宣读 ; M T T一S 会议的 2% 篇论文分

别在 42 个分组中宣读
,

其中有 6 个 F o e u s e d S e s s io n
.

另外还有 7 个 W o r k s h o p 和 7 个 P a n e l eS s s i o n
.

论文涉

及的频率范围从声波
、

微波
、

毫米波
,

直至光波
,

传统的学科分支如场论
,

无源元件
,

微波测量
,

微波集成电路
,

微波铁氧体
,

微波固态器件及应用
,

阵天线等仍然受到重视
。

但一些新兴的交叉学科
,

如光与微波电路的相互

作用
,

高 cT 超导的微波性质和应用更加引人注目
。

纵观全部论文及各种专题讨论会的内容
,

可以这样认为 :

当前微波技术发展的主流是微波毫米波单片电路 (M M M C )
,

两个具有潜在应用前景的新兴学科是光与微波

电路的相互作用以及微波超导
。

现将这三方面的研究动向和发展趋势分述如下
。

L 微波毫米波单片电路 (M M M C )

M M M C 会议发表了 犯 篇论文
,

M T T一 S 会议还有 60 余篇论文涉及 MM M C
。

也就是说
,

有将近 10 0 篇

有关 M MM C 的论文在这次会议上发表和讨论!

推动这一发展潮流的主要动力首先是军事上的需要
,

如美国
。

在 日本
,

推动 MM M C 发展的首先是通讯
,

其次是消费型产品
。

日前 M M M C 的研究动向为 :

( l) 频率范围从微波推向毫米波 ;

(2 ) 半导体材料以 G a A s 为主 ;

(3) 传统的二极管被三端器件所替代 ;

(4 ) 低噪声
,

高功率和宽频带是发展 M M M C 的主要奋斗目标
。

2
.

光与微波电路的相互作用

在 19 87 年 I E E E M T T一S 国际微波会议上
,

光与微波电路的相互作用开始成为热门话题
。

在这次学术会

议上
,

人们对这方面的兴趣有增无减
,

会议组织了一整天的 W or k hs o p 和两个 F oc us ed S es s in n 发表这方面

的论文和进行专题讨论
。

利用光技术可 以解决微波集成电路发展所产生的某些难题
,

因而推动微波技术学科

的发展
。

其中微波集成电路的光电取样测量特别具有吸引力
。

3
.

高临界温度 cT 超导的微波应用

众所周知
,

超导结的约瑟夫逊效应可以用于制作微波毫米波混频器和检波器
.

但长期以来
,

由于超导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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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温度极低
,

除了射电天文等极少数场合外
,

超导没有付诸实用
.

近两年来
,

高 几超导材料的出现
,

为其广泛

应用提供了实际可能性
。

国际上出现了
“

超导热
” ,

这一浪潮也波及到微波领域
,

此次学术会议上
。

有两个

F o c u se d s e s s i o n ,

一个 W o r k s h o p 和一个 p a n e l Se s s i o n 发表论文和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

其内容包括两个方

面 :

( l) 超导的微波性质
。

(2 ) 高 cT 超导的微波作用
。

三
、

感想和建议

1
.

必须将发展 M M M C 尽早提到日程上来

如前所述
,

M M M C 目前已成为微波技术发展的主流
,

混合集成电路正在被单片集成电路所替代
,

并已逐

步推进到毫米波段
。

对照我国目前情况
,

毫米波混合集成电路因缺乏器件而处于困难阶段 ;微被单片集成电

路起步虽已多年
,

但因各种原因而处于停滞状态
。

在目前经费拮据的情况下
,

有限的资金应投向何处? 这是

值得讨论的问题
。

如果我们沿着国外已走过的道路
,

由微波混合集成到微波单片集成一步一趋
,

按照目前的

发展速度
,

我们和先进国家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 事实上
,

美国从 80 年代中期以后
,

微波单片集成电路已成

为发展的重点
,

微波混合集成电路几乎己被摒弃
。

我们目前所走的是他们已走过了的道路
.

发展微波混合集

成电路必须研制梁式引线二极管
,

据从事此项研究工作的同志反映
,

其难度并不亚于研制 M M IC
。

因为作为

分立器件
,

需要解决引线封装和焊接等问题
,

而 M M IC 则避免了这些问题
。

微波棍合集成电路是否是走向

M M cI 的必由之路? 是否可以跳过这一步而将我们的主要精力和资金直接投向 MM IC ? 建议国家有关部门

邀请这方面的专家进行认真的研究
。

2
.

必须大力支持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一年一度的 IE E E M T T一 国际微波会议向来以
“

新
”

而著称
,

录用论文亦以是否具有新意为标准
。

这次

会议亦体现了这一特点
,

与会者对新兴的交叉学科
,

如光与微波电路的相互作用
、

超导的微波应用
,

表现出极

大的兴趣
。

尽管这些方面的研究目前还处在初始的实验研究阶段
,

但它所揭示的新现象
,

新规律可能具有潜

在的应用价值
,

因而可能解决一些微波领域难以解决的问题
,

促进微波学科的更新
。

在我国
,

微波
、

光和超导作为独立的学科均有一定的基础
.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促进它们的相互交叉和结

合
。

因此建议在学术界大力提倡合作研究
,

并希望政府部门
,

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机构
,

对此类研究

给予积极资助
。

(东南大学无线电系 王蕴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