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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矩量法分析准光学波段的分形频率选择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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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准光学系统中，频率选择表面（ＦＳＳ）主要作为高效分离准光学高斯波束的无源滤波器运用于多频率信道。

利用分形结构局部与整体的自相似性将分形理论应用于ＦＳＳ领域，将分形结构作为ＦＳＳ的周期单元使单屏ＦＳＳ
具有多频谐振的特性，从而实现简易、多频无源带通滤波器件的设计。以常见的十字单元为例，经过递归产生二阶

十字分形单元，结合Ｆｌｏｑｕｅｔ周期理论和边界条件应用矩量法对分形ＦＳＳ的传输特性进行理论分析与设计，获得在

准光学波段５８ＧＨｚ和１４５ＧＨｚ处谐振的单屏ＦＳＳ，谐振频率的透射率均大于９５％。通过分析改变分形ＦＳＳ的结

构参数对其传输特性的影响，得出二阶十字ＦＳＳ的第一谐振频率ｆ１ 主要由原始单元臂长Ｌ１ 决定而第二谐振频率

ｆ２ 对迭代单元臂长Ｌ２ 较敏感，ｆ１ 的传输特性较稳定的设计规律。考察了电磁波入射角度与极化方式变化时十字

分形ＦＳＳ频率响应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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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频率选择表面（ＦＳＳ）是由特定形状的谐振单元

沿一定方向排列形成的周期性阵列平面结构，是一
个对电磁波的入射角、极化方式和频率均有选择作
用的空间滤波器，它在电磁频谱的各个波段都有着
广泛的应用［１～３］。在准光学系统中，ＦＳＳ主要作为
高效分离准光学高斯波束的无源滤波器运用于多频
率信道。１９９６年，美国发射的极轨气象卫星中的辐
射计ＡＭＳＵ－Ｂ就使用了ＦＳＳ以完成将入射的高斯
波分成３束不同频率段的波束输出［３］。近年来，随
着现代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对通信设备集成化、高
效化的要求越来越明显。相应的，结构简单且具备
多频谐振特性的ＦＳＳ也成为研究热点。

分形结构的起始单元与迭代单元间具有自相似
性，利用这一特性将分形结构作为周期单元应用于

ＦＳＳ领域使单屏ＦＳＳ具有多频谐振的特性，不仅可
以通过调整单元的迭代比例得到实际需要的多通带
分束器，还可以取代级联ＦＳＳ等复杂结构满足通信
设备的简易、集成化要求。国外自 １９９１ 年起，

Ｐａｒｋｅｒ等［４］对分形结构在多频谐振器件中的应用
进行探索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国内大多应
用特性研究成熟的单元，对前沿关注度较低，所以对
于分形ＦＳＳ这种精细复杂的单元至今仍无高效准
确的设计方法。

本文以常见的十字单元为例，用递归算法生成
二阶十字单元，结合Ｆｌｏｑｕｅｔ定理与边界条件应用
矩量法对十字分形ＦＳＳ的电磁特性进行理论计算
和设计，定量地分析了分形ＦＳＳ的结构参数对其频
率响应特性的影响并考察了当电磁波入射角度和极
化方式改变时该结构的角度稳定性和极化稳定性。
通过研究周期单元各尺寸参数对ＦＳＳ频率响应特
性的影响规律，为分形ＦＳＳ的设计提供了设计指导
和经验参考。

２　单元模型及理论分析方法
２．１　分形单元的几何模型

图１为二阶十字分形单元的示意图及结构参数，
十字分形单元可以直接由递归算法进行二次迭代生

成，单元在ｘ，ｙ方向的周期大小均为２ｍｍ，原始单元
臂长Ｌ１＝１．８ｍｍ，二阶单元臂长Ｌ２＝０．８ｍｍ，迭代
比例Ｆ＝０．４４，两者臂宽相等Ｗ＝０．１２５ｍｍ，单元的
相似性维数为Ｄ＝ｌｎ４／ｌｎ２．２５＝１．７１。对于规则的

ＦＳＳ单元，谐振频率可依据单元尺寸进行估算，以十
字孔径单元为例，谐振波长约为臂长的２倍，按照该
方法估算及上述单元参数，十字分形单元的谐振频
率ｆ０ 约为８３ＧＨｚ和１８７．５ＧＨｚ。ＦＳＳ的承载基
底选用低损耗的覆铜聚酰亚胺薄膜（ＰＩ），其相对介
电常数ε＝０．２９，正切损耗ｔａｎδ＝０．００５，厚度ｄ＝
０．０２ｍｍ；周期单元采用正方形栅格排布方式，电磁
波电场矢量垂直于入射平面入射。

图１ 二阶十字分形ＦＳＳ单元几何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ｏｒｄｅｒ　ｃｒｏｓｓ　ｆｒａｃｔａｌ

ＦＳＳ　ｅｌｅｍｅｎｔ

２．２　理论计算方法
图２为电磁波激励ＦＳＳ的参数示意图，ＦＳＳ屏

置于ｘ－ｙ平面，ｋ０ 为入射电磁波波矢，Ｔｘ 和Ｔｙ 对
应ｘ与ｙ方向的周期，θ是入射波与ＦＳＳ屏法线方
向的夹角，而φ是波矢方向在ｘ－ｙ 平面的投影与ｘ
轴方向的夹角。假设入射电磁波为均匀平面波，

ＦＳＳ是二维无限大周期结构，根据Ｆｌｏｑｕｅｔ周期定
理，电磁波入射时会激励起无限个ＴＥ或ＴＭ 本征
模式和相应的空间谐波使散射场可表示为一无穷谐
波求和，所以可以将反射场和透射场展开成带有未
知系数Ｆｌｏｑｕｅｔ模的无穷级数形式。另外还要假设
电磁波入射到ＦＳＳ单元时，每个单元具有等同的振
幅，这利于有效确定二维周期结构的并矢格林函
数［５］。结合阻抗边界条件：

Ｅｓｘ（ｘ，ｙ）

Ｅｓｙ（ｘ，ｙ［ ］）＋ Ｅｉｘ（ｘ，ｙ）

Ｅｉｙ（ｘ，ｙ［ ］）－Ｚｓ ＪｘＪ［ ］
ｙ
＝０， （１）

就可以建立起周期单元的电场与其表面感应电流的
联系，进而得到描述导电单元表面电流分布的电场
积分方程（ＥＦＩＥ）：

Ｅｉｘ（ｘ，ｙ）

Ｅｉｙ（ｘ，ｙ［ ］）＝ ２π
ｊωε０ＴｘＴｙ∑

∞

－∞
∑
∞

－∞

ｋ２０－α２ｍ －αｍβｎ
－αｍβｎ ｋ２０－β

２［ ］
ｎ
×珟Ｇ（αｍβｎ）

珘Ｊｘ（αｍ，βｎ）
珘Ｊｙ（αｍ，βｎ［ ］）ｅｘｐ（ｊαｍｘ）ｅｘｐ（ｊβｎｙ）－Ｚｓ ＪｘＪ［ ］

ｙ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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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αｍ ＝ ２ｍπＴ（ ）ｘ
＋ｋｉｘ， （３）

βｎ ＝
２ｎπ
Ｔ（ ）ｙ

＋ｋｉｙ， （４）

式中Ｚｓ为金属屏波阻抗，假设ＦＳＳ金属层是理想导
电层，则Ｚｓ＝０。Ｅｘ与Ｅｙ是电场在ｘ，ｙ方向上的分
量，同理，Ｋｘ与Ｋｙ是波矢的分量，上标ｓ与ｉ分别对
应散射场和入射场，ｍ，ｎ为Ｆｌｏｑｕｅｔ模谐因子，ｍ，

ｎ＝－∞，…，－１，０，１，…，＋∞。

图２ 电磁波激励时ＦＳＳ参数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ＦＳＳ　ｐａｒａｍｔｅｒ　ｄｉａｇｒａｍｓ　ｗｉｔｈ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ｗａｖｅ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对于论文中涉及的单屏ＦＳＳ散射体是非常薄
的物体，这类物体上表面未知等效电流的方程和对
应的物体下表面未知等效电流方程是一样的，这样
组成的方程是式奇异的，不可求解。但是在电场离
散积分方程中，可以将上表面未知数加上其对应的
下表面未知数作为新的未知数，这样未知数的个数
就从ｎ减为ｎ／２，由于对应于上表面未知数的ｎ／２
个方程是线性无关的，因此新引入的未知数可以解
出，而离散磁场积分方程则不具有上述性质。因此，
对于非常薄的散射体，只能应用电场积分方程。

将感应电流Ｊｘ 与Ｊｙ 用ｒｏｏｆ－ｔｏｐ基函数［５～７］展
开（检验函数形式与基函数相同），电流分布如图３
所示，若将周期单元离散为Ｎ×Ｍ 个，则由快速傅
里叶变换（ＦＦＴ）得到感应电流表达式为

Ｊｘ ＝ ∑
Ｍ／２－１

ｍ＝－Ｍ／２
　 ∑

Ｎ／２－１

ｎ＝－Ｎ／２
Ｉｘ（ｎ，ｍ）Ｂｘ（ｎ，ｍ）， （５）

Ｊｙ ＝ ∑
Ｍ／２－１

ｍ＝－Ｍ／２
　 ∑

Ｎ／２－１

ｎ＝－Ｎ／２
Ｉｙ（ｎ，ｍ）Ｂｙ（ｎ，ｍ）， （６）

式中Ｉｘ（ｎ，ｍ）与Ｉｙ（ｎ，ｍ）为电流分布函数，Ｂｘ（ｎ，ｍ）
与Ｂｙ（ｎ，ｍ）分别为ｘ，ｙ方向上的子域电流基函数：

Ｂｘ（ｎ，ｍ）＝Λ（ｎ＋１／２）Π（ｍ）， （７）
Ｂｙ（ｎ，ｍ）＝Π（ｎ）Λ（ｍ＋１／２）， （８）

对于ｒｏｏｆ－ｔｏｐ离散：

Π（ｍ）＝
１，｜ｙ－ｍΔｙ｜≤Δｙ２

０，｜ｙ－ｍΔｙ｜＞Δｙ
烅

烄

烆 ２

， （９）

Λ（ｎ）＝
１－｜ｘ－ｎΔｘ｜Δｘ

， ｜ｘ－ｎΔｘ｜≤Δｘ

０． ｜ｘ－ｎΔｘ｜＞Δ
烅
烄

烆 ｘ
（１０）

图３ ｒｏｏｆ－ｔｏｐ基函数电流分布

Ｆｉｇ．３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ｏｏｆ－ｔｏｐ　ｂａｓｉ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很明显，子域外的单元权重均等于零。利用波
导模函数的正交性将积分方程转化为矩阵方程，应
用伽略金矩量法求解（２）式，即可得到周期单元上的
未知电场，进而可以得到周期表面的未知电流，最终
求出单屏ＦＳＳ的透射系数或反射系数。

ＦＳＳ的理论分析方法主要有矩量法［８～１０］、有限
元法和时域有限差分法，由于矩量法允许先计算一
个单元的辐射特性后再将结构周期扩展，而其它方
法则需对整个结构进行剖分，所以计算分形单元这
种精细复杂单元时，矩量法可有效节省时间。

３　数值结果分析
３．１　多频谐振特性

周期结构的谐振频率与单元尺寸是直接相关
的，单元的电流分布与单元外边长有关，单元的宽度
不仅决定了ＦＳＳ的谐振带宽，还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单元的末端电流分布。分形结构利用自身局部和整
体的相似性及尺寸差异使分形单元具有多频谐振的
特性，所以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通过改变分形单元的
迭代次数和迭代比例决定周期结构的通带个数和谐
振频率。谐振频率及其透射率、－３ｄＢ带宽是衡量

ＦＳＳ传输特性的重要指标，主要对不同单元尺寸参
数对分形ＦＳＳ传输特性的影响进行分析。

由图４可知，当Ｌ１＝１．８ｍｍ，Ｌ２＝０．８ｍｍ，Ｗ＝
０．１ｍｍ 时，ＦＳＳ分别在准光学波段５８ＧＨｚ和

１４５ＧＨｚ处谐振，具有非常明显的双频谐振特性，但
与估算的谐振频点８３ＧＨｚ和１８７．５ＧＨｚ差异较大，
这主要是由于迭代单元与起始单元之间的耦合改变
了臂长的有效电长度而造成的。另外，ＦＳＳ的承载基
底也会影响中心频点的位置。图４（ａ）为Ｌ１ 变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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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参数不变时对ＦＳＳ谐振频点及透射率的影响，相应
的，图４（ｂ）为Ｌ２ 变化，Ｌ１＝１．８ｍｍ，Ｗ＝０．１ｍｍ时
的传输特性曲线；图４（ｃ）则对应于Ｗ 变化，Ｌ１＝
１．８ｍｍ，Ｌ２＝０．８ｍｍ。从传输曲线及表１中不难
看出，当Ｌ１ 从１．７ｍｍ增至１．９ｍｍ时，ｆ ∝１／Ｌ，

ＦＳＳ的第一谐振频率ｆ１ 与第二谐振频率ｆ２ 分别向
低频漂移了５ＧＨｚ和４ＧＨｚ，透射率均变化较小，
带宽变化趋势相反，ｆ１ 带宽展宽了３．３５ＧＨｚ而ｆ２
带宽减小了４．２５ＧＨｚ，这是由于Ｌ１ 的增大减小了
原始单元的单元间距的同时减弱了迭代单元间的耦
合作用所导致的；Ｌ２ 从０．８ｍｍ减至０．６ｍｍ时，ｆ１
向高漂移了２ＧＨｚ，透射率基本不变，但ｆ２ 的传输

特性恶化明显，中心频点向高漂移了５３ＧＨｚ且透
射率下降了３ｄＢ，对Ｌ２ 的变化非常敏感；与Ｌ１，Ｌ２
对ＦＳＳ传输特性的影响相比，臂宽Ｗ 变化的影响较
小，ｆ１ 与ｆ２ 分别变化了３ＧＨｚ和１ＧＨｚ，透射率基本
不变，带宽分别变化了３．３７ＧＨｚ和１．８５ＧＨｚ。由此
可见，ｆ１ 主要由Ｌ１ 决定而ｆ２ 则对Ｌ２ 较敏感，且ｆ１
的传输特性较稳定，在实际应用中可依据这一特性通
过适当调整原始单元与迭代单元的尺寸参数来得到
所需谐振频点的分形ＦＳＳ设计。表１的数据对应于
图４的传输曲线，分别为臂长Ｌ１（或臂长Ｌ２、臂宽

Ｗ）变化，其它参数不变时ＦＳＳ传输特性的主要衡
量指标。

图４ 周期单元参数对ＦＳＳ频率响应特性的影响。（ａ）Ｌ１ 的变化对ＦＳＳ的影响，（ｂ）Ｌ２ 的变化对

ＦＳＳ的影响，（ｃ）Ｗ 的变化对ＦＳＳ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　ｃｅｌｌｓ　ｔｈ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ＦＳＳ．（ａ）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１，（ｂ）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２，（ｃ）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ｏｎ　ＦＳＳ
表１ 分形ＦＳＳ不同结构参数对其传输特性的影响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ｆｆｅｃｔ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ｆｒａｃｔａｌ　ＦＳ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ｍｍ
Ｆｉｒｓｔ　ｒｅｓｏｎａｎｔ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Ｓｅｃｏｎｄ　ｒｅｓｏｎａｎｔ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ｆ１／ＧＨｚ　 Ｔ１／ｄＢ　 Ｂａｎｄｗｉｄｔｈ／ＧＨｚ　 ｆ２／ＧＨｚ　 Ｔ２／ｄＢ　 Ｂａｎｄｗｉｄｔｈ／ＧＨｚ

Ｌ１

Ｌ２

Ｗ

１．７　 ６０ －０．０６９　 １２．８２　 １４６ －０．１３１　 ８．４３
１．８　 ５８ －０．０４６　 １４．０７　 １４５ －０．１５０　 ７．１６
１．９　 ５５ －０．０３８　 １６．１７　 １４２ －０．５４９　 ４．１８
０．６　 ６０ －０．０４３　 １８．３７　 １９８ －２．２７ －
０．７　 ６０ －０．０３９　 １７．３７　 １８３ －３．２９　 １０．１２
０．８　 ５８ －０．０４６　 １４．０７　 １４５ －０．１５　 ７．１６
０．０６５　 ５５ －０．０７　 １０．７０　 １４４ －０．２８　 ５．３１
０．１　 ５７ －０．０６３　 １２．５５　 １４５ －０．２１　 ５．８６
０．１２５　 ５８ －０．０４６　 １４．０７　 １４５ －０．１５　 ７．１６

３．２　角度稳定性及极化特性

ＦＳＳ的工程应用中经常涉及到一定角度范围入
射的情况，而且入射电磁波极化方式的改变对ＦＳＳ周
期结构的传输特性影响有很大不同，因此在考虑分形

ＦＳＳ的中心频率对不同入射角度稳定性的同时还要
考察ＦＳＳ的极化稳定性。图５为电磁波垂直极化入
射，角度分别为０，２０°和３０°时ＦＳＳ的频率响应特性，
单元尺寸参数如３．１节所述。当入射角度变化时，ｆ１

始终为５８ＧＨｚ不变，ｆ２ 由１４５ＧＨｚ增至１４６ＧＨｚ；

Ｔ１ 从－０．０４６ｄＢ减至－０．０５４ｄＢ，Ｔ２ 则从－０．１５ｄＢ
减至－１．０５ｄＢ，分别减小了０．００８ｄＢ和０．９ｄＢ；ｆ１
带宽减小了４．１１ＧＨｚ，随着入射角的增大，带宽大
约以ｃｏｓθ的比例减小，电磁波水平极化入射的情况
相反，以１／ｃｏｓθ的比例增大。图６为θ在０～３６０°
范围内，谐振点５８ＧＨｚ和１４５ＧＨｚ处在波源不同
极化方式下的透射率，不论入射波以何种方式入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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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１ 的透射率基本不变（θ＝９０°时存在奇异点，能量流
失严重），ｆ２ 在θ＞６０°时透射率急剧下降，能满足实
际工程应用需求，第一谐振频点的传输特性较第二
谐振频点稳定。在ＦＳＳ设计过程中还需关注栅瓣
对传输特性的影响，在电磁波正入射时，ＦＳＳ在距离

ｆ２＝１４８ＧＨｚ处出现栅瓣，这是由于阻抗虚部出现
奇异点而且实部发生变化，需要在栅瓣方向提供能
量所引起的。栅瓣的出现对谐振频率的透射率及角
度稳定性都有较大的影响，虽然栅瓣不可避免，但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缩小单元间距或改变单元排
布方式来获得一个足够高的自由空间栅瓣起始
频率。

图５ 电磁波入射角改变时ＦＳＳ的传输特性曲线

Ｆｉｇ．５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ＳＳ　ｗｈｅｎθｃｈａｎｇｅｓ

图６θ改变时５８ＧＨｚ和１４５ＧＨｚ处的透射率

Ｆｉｇ．６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ｔ　５８ＧＨｚ　ａｎｄ

１４５ＧＨｚ　ｗｈｅｎθｃｈａｎｇｅｓ

４　结　　论
近年来，ＦＳＳ作为分离准光学高斯波束的无源

滤波器有着越来越广阔的应用领域，利用分形单元
的自相似性将分形理论应用于ＦＳＳ领域，直接经过
递归算法生成二阶十字ＦＳＳ周期单元，得到在准光
学波段５８ＧＨｚ和１４５ＧＨｚ处双频谐振的单屏ＦＳＳ
设计，满足现代工程应用集成化、高效率等日益苛刻
的要求。本文应用周期矩量法对ＦＳＳ的传输特性
进行理论分析，总结了十字分形单元尺寸参数对其
频率响应特性的影响规律，不仅通过调节单元尺寸
参数可得到ＦＳＳ较高的传输系数，该结构还具有较
好的角度稳定性和极化稳定性，为分形ＦＳＳ的设计
与应用提供了经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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