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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详 细讨 论 工作 在 二 次谐波 的 ISM 频率 中等功 率 回旋 管 的模 式 选 择 问 题 ．通 过 对 注一波 耦 合 、模 式 竞 争 、电压 

下 降与 限制 电流 、欧姆 损耗 等 的分 析 与计 算 ，并 考 虑到 结 构 的 紧凑 性 ，得 出结 论 ：ISM 频 率 工 业 与技 术 应 用 回旋 管 

采 用 TE3 模 可能是 一 个最 佳 的选 择 ． 

关 键词 ISM 频率 ，中等 功率 ，回旋 管 ，选 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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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回旋管 是一种新 型微 波毫米波器件 ，在短波 长 、 

高平均功率方 面具 有其 它器 件 不能 比拟 的优 越性 ， 

它在 受控热核 聚变 的等 离子 体加 热 、高 分辨 率 多普 

勒雷达 、材料处理 和等 离子 体 化学 等领 域 有着 广泛 

的应 用_l J．然 而 ，回旋 管 的工 业 与 技 术应 用 的主 要 

障碍是如何象微 波 炉 中所用 的磁 控 管一 样 ，实 现简 

单 、高效 、廉价 、易用 和长寿命 ．近年来 国外 报道 的一 

些回旋管实 验在 30 GHz频 率 附近 的低功 率 (< 10 

kW )取得 了令人鼓 舞 的结 果I2'引．工作 在 ISM(工业 

industrial，科 学 scientific，医 学 medica1)频 率 24．1 

GHz的中等功率 (25～50 kW)回旋管在 先进 陶瓷烧 

结和材料处理 等领 域 有着 重要 的应用 前景 _4 j．本 

文将 讨论工 作 在 ISM 频 率 的工业 与技 术应 用 回 旋 

管 的工作模式选 择 问题 ．这是 一个 非 常重 要 的且在 

设计时必须 首先考 虑 的问题 ，然 而有关 这 方 面的文 

稿件收到日期 2001—07—09，修改稿收到日期 2002+02—07 

献却很少 ． 

本文讨论 的工业与技术 应用 回旋管 的设计 目标 

为 

输 出 功 率 ： 25～50 kw ，连续 波 

电子束 电压 ： 30～40 kV 

电子束 电流 ： 4 A 

工 作 频 率 ： 24．1 GHz 

拟采 用二次谐波 ，以便 用减 半 的磁场 获得 在指 定频 

率的辐射 ．设 计的基 本 思想 是要将 注 意力 放在 容 易 

获得部件 的使 用上 ．与普通磁控管 和速调管 相 比，采 

用 回旋管所增 加的费用与 困难 应能够被其在材料处 

理中的突 出优点 所抵 销 ．在 模式 选择 过 程 中必须遵 

循这一原则 ． 

1 模式选择 

设计 的 工 作 频 率 相 应 于 自由 空 间 波 长 12．43 

mm．因为 回旋管 工作在 截止 频率 附 近 ，而 腔体 的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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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半径 由下式决定 

R ， ， (1) 

此 处 
． ， 是 ”2阶 Bessel函数 的导数 ．， (．17)的第 

个零点 ．由于在一 般情 况 下 电子 回旋 脉塞 不稳 定机 

理使 得 TE波 比 TM 波有效得多 ，所 以一般 采用 TE 

波模 式 ．对 于 TE 模 ，自由空 间波长 与腔壁 半径 Ro 

的关系为 

R。= ， (2) 

第 s次谐 波 的电子注一波耦合 系数 

．，j i ( ，， R ／R0) (3) 

为获得最 佳 的注一波耦 合 效 果 ，应 选 取 电 子注 半径 

使 其位于 ( ．， R6／R0)的最大值处 ，也 即 

．， ! ( ，， R ／̂R())的零点处 ，所以优化电子注半径为 

p 

R = ． (i=1，2，3，⋯ < ) (4) 
_T m

． n 

对于二 次谐 波工 作 ，优化 注半 径 R = 1 2， ／2丌． 

这里“±”号 中“一”号对 应 同向旋 转模 ，而 “+”号对 

应反 向旋 转模 ．一 般 来说 ，可选择 同向旋 转模 ，因 为 

它能提供 更好 的注一波耦合 ． 

表 1中列 出了一些 重要 的候选模 式及所对应 的 

Bessel零点 、腔体半径 与注半径 ．注一波耦合系数 与电 

子引导 中心半径 的关 系示 于 图 1中． 

选 择标准 的三段结 构谐振腔 ，包括输入 渐变段 、 

中间均匀段和输 出渐 变段 ．输 入渐变段是一 截止段 ， 

目的是 防止射频功 率反 向传输 进入 电子枪 中．如 果 

输入 渐变段 的长度为 50 mm，倾 角为 2～3。，则导 致 

在谐 振 腔 的 人 口 处 半 径 要 减 小 2．5 mm 左 右 ． 

电 子 注 厚 度 约 为 1．5 mm ，故 R 一R，，应 当 至 少 4 

表 1 候 选模 式 及所 对应 的 Bessel零 点 、腔 体半 径 和 注半径 

Table 1 Bessel zero，cavity radius and beam radius 

for candidate modes 

rnm．所 以 ，TE21和 TE01模 可 以被非 除掉 ． 

采 用 较低 阶 模 式 的优 点 在 于所 有 部件 可 以较 

小 ，从 而在降低造价 方面具有 明显 的作 用 ．特别 是较 

小 的电子注半径 允许 使 用 内径孔 较小 的磁 铁 ．电子 

注电压不应 当超过 35～40 kV，以避 免超 量 x射 线 

屏蔽的需求 ，并使供电成本尽量降低 ．然而，当工作 

在低 阶模式 和低 电压情 况下 时 ，并 不总 是能 达 到一 

个高效率 的工作点 ． 

由于 TE1 2与 TE41模在频率 上靠得太近 ，可能产 

生难 以解 决的模式 竞 争 问题 ．对 其起振 电流 的计算 

证 明了这一点 ． 

起振 电流 

为评 估模式 的稳 定性 ，将 电子注半 径分别 对几 

个主要候选模式优化后，按以下公式计算回旋管的 

起 振 电流 _9 

— 1／I =QZ0e／870" (7r／A I I． ( )I d--)一· 

{是 C G ／[ 0(s一1)!] 

(ck y0 0／2力0) ‘ 一 ’· 

S + 
1 2 舢  g ㈠

e,<Zdz 1：， 
(5) 

此处 △ ( )= 叫／v。0[1一 d20(2)／coy0]，Z0= 

~／厂 ~--377 Q，是 ， = ， ／R( )，对同向旋转模 

G ， =J (是 R6)，对 反 向旋 转 模 G ， =(一1) 

图 1 一 些 重要 候选 模 式 的注．波耦 合 系 数 CBF随归 

一 化 电子 注半 径 R， ／R【1的变 化 ，此 处 上 标 (1)和(2) 

分 别表 示基 波 与二 次 谐 波 ，而 下 标 中 的符 号 “一”和 

“+”则分 别 表示 同 向和 反 向旋转 模 ． 

Fig．1 Beam—field coupling coefficient C {F as a func— 

tion of normalized beam radius R ／̂R(1 for．~Dme candi— 

date modes，where the superscripts(1)and(2)denote 

the fundamental and second harmonic，and the signs— 

and+in the subscript denote co-rotating and counter— 

rotating modes，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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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Bessel zero,cavity radius and beam radius 

for candidate modes 

TEmr.m .T'U,rt R,,(mm) R,,(mm)( s = 1) R" ( mm) ( s = 2 ) 

2, I 3.054237 6.04 3.64 n.a. 

0,1 3.831706 7.58 3.64 n.a. 

3,1 4.201189 8.31 6.04 3.64 
4,1 5.317553 10.52 8.31 6.04 

1.2 5.331443 10.54 7.58 3.64 

5,1 6.415616 12.69 10.52 8.31 
2,2 6.706133 13.26 3.64 or 10. 54 7.58 

0,2 7.015587 13.il8 3.64 or 10. 54 6.04 

6,1 7.501266 14.84 12.69 10.52 

3,2 8.015237 15.85 604 3.64 

1.3 8.536316 16.88 7.58 10.54 

7,1 8.577836 16.97 14.il4 12.69 

4,2 9.282396 18.36 8.31 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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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l Beam-field coupling coefficient em.' as a func

tion of normalized beam radiu~ Rb/RO for some candi

date mode~, where the superscripts( 1) and (2) denote 

the fundamental and second harmonic, and the signs

and + in the subscript denote co-rotating and counter-

rotating modes,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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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起 振 电流 』 随 磁场 B 的变 化 曲线 ．此 处 注 

半径 对 二次 谐波 TE1 2模优 化 ，R̂ =3．64 n1n1，U0= 

35 kV ．口= 1．50 

Fig．2 Starting current』m rI as a function of magnetic 

field B(】for various rrlodcs with bcam radius R^opti— 

mized for rhc~OCOrl(]harmonic TEI!mode，"W}Ic'rc'R = 

3 64 mn1，U【l=35 kV，口= 1．50 

+ (志 R )， ( )是 归一化 的场分 布 ，而 C ， = 

[~／丌( 2 ， 一 ) ( )] 是归一化常数．对高 

斯场分布 
{rj 1 2 

f f ， ( )ei-3=dz f兰 
l J” 

L 7r／4exp[一(△ L) ／8] (6) 

图 2～图 4分 别 给 出 了 注 半 径 对 二 次 谐 波 TEl2、 

TE 2和 TE3l模优化 的起振电流 随磁 场的变化 曲线 ． 

电压下 降 

由于 电子注 电流 的空 间电荷 效 应 ，会 导致 空 间 

电位下降 ．半 径为 尺 的空 心 电 子注 的 电压下 降 值 

为 

0
／T 

图 3 起振 电流 』 随 磁场 B ，的变 化 曲线 ．此处 注 

半径 对二 次 谐波 T EIl2模 优化 ，尺 =6．04 Fllnl，Ul】= 

35 kV ．口= 1．50 

Fig．3 Starting current』 as a function of magnetic 

ficld 13()for various Fllode~ with beam radius R opti— 

mizcd for the Sccond harmonic T EI】!Fllode，where R = 

6、04 mm，U『_= 35 kV，口：1．50 

图 4 起 振 电 流 』 随磁 场 B0的变 化 曲线 ．此处 注 

半 径 对二 次谐 波 TE3l模 优化 ，R6=3．64 Film，U0= 

35 kV．口= 1．50 

Fig．4 Starting current』m，，as a function of magnetic 

field Bo for various modes with beam radius R^opti— 

m ized for the~eCOFld harmonic TE3 1 FIlOde，w}lere R = 

3 64 n1n1，U【1=35 kV ，口：1．50 

△V钏 力 (7) 

式中 Jo为注电流， 是以r为单位的轴 向速度．假 

定引导 中心半径 比电子注 厚度 大得 多 ．对 35 kV 的 

加 速电压和 a=1．5的速度 比，』9 约为 0．20．在注 电 

流为 10 A 时 ，电 压 下 降 值 近 似 等 于 1．20 kV · 

ln(Ro／R6)． 

限制 电流 

限制 电流 是 当电压 下降变 得很 大 ，以至 于电子 

注不能传输 的电流 ．对 于长脉 冲或连续波 工作 ，它应 

当至少是工作 电流的 2倍 ．其 由下式给 出 

·n ， (8) 

式中J =)，o[1一(1一 0) ] ／’，对于加速电压35 

kV、速度 比 口=1．5的电子 注 ，J 约为 0．0016．表 2 

给 出了一些感 兴趣模 式 的电压下 降和限制 电流 ． 

TE3l模 具 有最 大 的 限制 电流 ．对 TE32模 ，为保 

持 J／JL<1／2，工作 电流将 被限制 在 4．5 A 左右 ，因 

此对于所考虑参数下的二次谐波工作 ，选择该模式 

表 2 感 兴趣 模式 的 电压 下 降和 限制 电流 以及腔体 半 径和 

注 半径 ，这 里 假定 注 电流 4A， ≈0．20，二次 谐 波工 作 

Table 2 Voltage depression and limiting cllrrent for the 

m odes of interest，and values of beam radius，assum ing beam 

Olrrent of 4A， 2≈ 0．20 and second harmonic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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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Voltage depression and limiting current for the 

modes of interest. and values of beam radius. assuming beam 

current of 4A.Pz""'O.20 and second harmonic operation 

TEm"~ Ru(mm) Rb(mm) 21V(kV) II. (A) 

3.1 8.31 3.64 0.99 16.48 
0,2 13.88 6.04 1.00 16.35 
3,2 15.85 3.64 1.77 9.24 
4,2 18.36 6.04 133 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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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适 当的 ．不过 ，它 可能适合于基 波工作 ． 

由此可 见 ，对 于二次谐 波 中等 功率 的工业 与技 

术应用 回旋管 ，有 吸引 力 的候 选 模式 为 TE TE 2 

和 TE 2模 ．从 图 1可 以看 出 ，TE 模 比另外 两 个模 

有着大得 多的注一波耦合 系数 ．图 3指 出 TE02模可能 

存在 与 TE 基模 的模式 竞争 问题 ．而从 图 4中我们 

看到 ，在 TE 1模 附近几乎 没有竞 争模 ．而且 ，TE l模 

的腔体半径 和电子 注半 径 均为 最小 ，是最 紧凑 的模 

式 ．因此 ，可 以考 虑选择 TE 模 作 为 工业 与 技 术应 

用 回旋 管的工作模式 ． 

欧姆 损耗 

腔体壁的欧姆损耗是进行模式选择时必须考虑 

的另一 个问题 ．最大壁损耗 可 由以下公式 近似估量 

( ~√ PQ L 3 2 
式中 L是 有效 高 斯场 分 布 的 长度 参 数 ．对 于 =3 

×10 (Qcm)～ ， =1．243 cm，上式 给 出 

( )max—o．ooz46 kW／cm ． 
—  

． (10) 
o]7 ， 一 "? 

作为合理化 近似 ，可取 Q ／L≈ 200．这 样我 们 可 给 

出腔壁 上的功率密度 ，见表 3． 

由此可见 ，对于工业 与技 术应用 回旋 管而言 ，即 

使在更高 的输 出功 率情 况 下 ，壁损 耗 都不 是一 个严 

重 的限制 ． 

2 结 语 

本文详 细讨论 了工 作 在 ISM 频 率 的二 次 谐波 

工业 与技 术应用 回旋 管的模式选择 问题 ．结 果表 明 ， 

在二次谐波工 作时 ，TE3l模 对 应 的控 体半径 和 电子 

注半径 均为最小 ，是最 紧凑 的模 式 ．它 还具有最大 的 

限制电流 ，而且在 其 附近 几乎 没有 竞 争模 式 ．因此 ， 

表 3 输 出功 率 50 kW 时 各主 要候 选模 式 壁 

损 耗 的最 大功 率 密度 

Table 3 M axim um power density of wall losses for 

output power of 50 kW  for various candidate modes 

采用 TE 模 可能是一个最 佳 的选 择 ．自洽 非线性 计 

算结果表明【ⅢJ，在 3．5 A束流 、35 kV加速电压下 ， 

工作在 ISM 频 率 的二 次谐 波 工业 与技 术 应 用 回旋 

管可获 得 38 kW 的输 出功率 ，效 率 31％．不过 ，对于 

基波工 作 而 言 ，最 有 吸 引 力 的模 式 是 TE 2和 TE 2 

模 ，美 国和俄罗斯 的工 业 与技 术应 用 回旋管 大都 采 

用 了这两 种模式 ． 

致谢 感谢德 国亚历 山大 ·冯 ·洪堡基 金会 (Alexan— 

der yon Humboldt Foundation)对本 文第一作 者在德 

国工作期 间的资助 ． 

REFERENCES 

[1]Thumm M，State—of-the—art of high power gyro—devices and 

free electron m asers update 1 999．Scientific Report FZKA 

64 1 8，Forschungszentrum Karlsruhe，Germany，2000． 

[2]Link G，Feher L，Thumm M，et a1．Sintering of advanced 

ceramics using a 30一GHz，10一kW ，CW industriaI gyrotron， 

JEEE Tram ．Plasma Sci．．1999．27：547— 556 

l3]Hirota M，Brito M E，Hirao K et a1．Microwave sintering of 

silicon nitride with rare earth sesquioxide additions，ceram ic 

transactions．In：ClarkDE．Sutten W H，Lewis DA．eds．M i． 

crozf．·ave：Theory and Application in Materials Processing 

1V ，San Diego，USA ：ACS Pub1．，1997，80：515— 522 

[4]Bykov Yu V，Goldenberg A L，Flyagin V A．The possibilities 

of m aterial processing by millimeter wave radiation In：Sny— 

der Jr．W B，Sutton W  H，Johnson D L，eds，Materials Re． 

search Society Symposium Proceedings，Pittsburgh，USA： 

M aterials Research Society．1 99 1．189：4 l一 42 

[5]Bykov Yu V，So rokin A A．Millimeter wave applicators for 

technological gyrotron setups．In：Proceedings oJ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Strong M icroz~，avoes in Plasmas， 

Nizhny Novgorod．Russia．1993：S46 

[6]Bykov Yu V，Semenov V E．Processing of material using mi— 

crowave rediation．In：Gaponov—Grekhov A V Granatstein V 

L，eds，Applications of High Power Microwawes，Boston： 

Artech House．1994：319— 352 

[7]Sklyarevich V，Detkov A，Shevelev M，et a1．Interaction be． 

tween gyrotron radiation and po wder materials In：Beatty R 

I，Sutton W H，Iskander M F，eds，Materials尺esearch Soci— 

ety Symposium Proceedings，Pittsburgh．USA：Materials Re— 

search Society，1992，269：163— 169 

[8]KikunagaT，AsanoH，Ya imaY，et a1．A 28GHz gyrotron 

with a permanent magnet system ．Int．J Electtonics，1 995， 

79：655～ 663 

[9]Borie E，Jodicke B．Comments on the linear theory of the 

gyrotron．Ⅱ E Tra 5．Plasma Sc ．．1988．16：116— 121． 

[10]Liu P—K，Borie E，Kartikeyan M—V Design of a 24 GHz，30 

kW  technology gyrotron operating at the second harmonic 

In：Liu S，Shen X，eds，25” lnt．[ n，’．Infrared and ．_Ⅵ — 

limeter Wn7A05 Conf．Dig．，Beijing：IEEE Press．2000： 

327— 328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292 

~/G@'~B'-J. /Gct, '2PIfm@.-@-'F¥iiltIf1=. 
~~PIm,~'F=~*~~~~.B'-JI~~tt 

*=@ffl @] 1ti tf , fll!& '31 fJ B'-J 1,*:iZ\; ~ A tJ TE31 ' TEo2 
~ TE42 ~. ]A 00 1 PI~:l- ~ til , TE31 fjt rt JJ >'~ Wi 1--~ 
fl;gje1~$B'-Jff-~:m-@-*~. 00 3 mit TEo2~PIfm 
tHt.!=j TEO! ¥i flB'-J fl A ~ * ['ii] l12l. jj'jj]A 00 4 ~ ~ if] 
~3'Ij,:(£ TE31 flliFtill:JLfJ5tfl ~*~. jj'jj lL TE31 ~ 
B'-J lri i** 1£ ~ Et!. T- ff * 1:£:I:1j tJ ifi ;j' , ~ ifi ~ ~ B'-J ~ 
A . I;§ ~ , PI ~:l- ~ ttt ~ * TE31 ~ f1= tJ I ~ ~ tt *= @ 
ffl @]1titg B'-JI f1=~A. 

~~tmft 

lrii*~B'-J~.m~~*fi~A~*~~ffl~ttt 

B'-JJJ-~~l12l .• je.m~PI~~T0Aill:~~. 

( dP ) = (8 I 1 P~, , 1 , , 
dA max 'Y IT 'Y ITaZo LII.· ~ :r~"n - m ~ 

A~ L ~fl>x)(~wrtm7tWB'-J-KJJt~~. M'F 
;< 105 (!1em) - 1 , II. = 1 .243 ern, 1::. A ~ til 

(
' dP) 0 P QII. 
dA =0.00246 kW/em- 50 kW L' 

max 

1 , , . 
:r~nn-nlL. 

(9) 

a=3 

( 10) 

f1= 1J -@- I!I! it ill: {g{ , PI ~ QII. I L = 200. ~ W :ft if] PI ~ 
tillri~1::.B'-J~$~JJt .9i!.* 3. 

~ ~PI 9i!., ~ 'F I~.!=j tt*=@:ffl @]~tgjj'jj11f , I!P 
m:(£~~B'-J&til~$~&T.~m~./G~-1--F 

:mB'-J ~ilJlj. 

*x-W~iii1:; T I f1=:(£ ISM )iji $B'-J =~ ilt~ 
I~.!=jtt*@:ffl @]1titgB'-J~A~*rii]l12l. ~51'1:*~, 

tE=iXilt~I f1= B1 , TE31 flx;J' @:B'-JfQ i**1:£ ~ Et!. T
i:± *1£:I:1j tJifi ;j', ~ifi ~~B'-J~A. '2ttJt.flifije B'-J 
~~ iIJIJ Et!. 0fE , jj'jj il tE Jt liFt ill: JL f i5t fl ~ * m A - I;§ ~ , 

.3 .lli~.~kw~3~~~B~~~ 
m~W-J.*~.if:JJt 

Table 3 Maximum power density of wall losses for 

output power of 50 k W for various candidate modes 

TEmnm x;"" - III 0.49/(.r~"" - fII")kW/cm 2 

3, I 8.6 0.057 

U,2 49.2 0.010 

3,2 55.2 0.009 

4,2 70.2 0.UU7 

21 off 

*ffl TE31mPI~~-1--ifi1!B'-J~*. El7€l~~~ttit 
.~5I'1:*r:IJfJO], tE 3.5 A *l,.'l!: ,35 kV 1JD~Et!.ffiT, 

I f1=:(£ ISM )iji$B'-J =iX iltjltI~~ tt *@ffl @]1ti 
tgPI~1~ 38 kW B'-J& til~$, >x)($ 31 % . /Gct ,x;J''F 
¥i~I f1= jj'jj 1f , ifi flll,& '31 fJ B'-J~A~ TEo2 ~ TE32 
~,~oo~~~wrB'-JI~.!=jtt*@ffl@]1titgje.* 

ffl T ~WiftPmA. 
3&iM ~ 1M 1~ 00 .3E!Jj ill *- . ;1b • ;# ii'.£ ~ i:: (Alexan

der von Humboldt Foundation) xt *- X .tit - -it 1f iE 1~ 
00 I. -it Wl fiiJ Ft\J ~ JJh . 

REFERENCES 

[1 JThumm M. State-of-the-art of high power gyro-devices and 

free electron masers update 1999, Scientific Report FZKA 

6418. For~chungszentrum Karlsruhe. Germany. 2000. 

[2] Link G, Feher L. Thumm M, et al. Sintering of advanced 

ceramics using a 3D-GHz, 10-k W , CW industrial gyrotron. 

IEEE Trans. Plasma Sci . • 1999,27: 547-556 

[3}Hirota M.Brito M E,Hirao K et al. Microwave sintering of 

silicon nitride with rare earth sesquioxide additions, ceramic 

transactions. In: ClarkDE, Sutten WH, Lewis DA, eds, Mi
crowave: Theory and Application in 11;faterials Processin/{ 

IV ,San Diego, USA:ACS Pub!. .1997,80:515-522 

[4} Bykov Yu V. Goldenberg A L, Flyagin V A. The possibilities 

of material processing by millimeter wave radiation. In: Sny

der Jr. W B,Sutton W H,Johnson D L,eds, Material., Re

search Society Symposium Procf'edings, Pittsburgh, USA: 

Materials Research Society. 1991 • 189: 41-42 

[5 J Bykov Yu V. Sorokin A A. Millimeter wave applicators for 

technological gyrotron setups. In: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Strml/{ l'vticrowa'ue.5 ill Plasmas, 

Nizhny Novgorod, Russia, 1993 : S46 

[6 JBykov Yu V,Semenov V E. Processing of material using mi

crowave rediation. In: Gaponov-Grekhov A V Granatstein V 

L, eds, Applications of Hi/{Iz Pou>er Microwaves, Boston: 

Artech House. 1994:319-352 

[7 JSklyarevich V. Detkov A ,Shevelev M, et al. Interaction be

tween gyrotron radiation and powder materials. In: Beatty R 

I, Surron W H. Iskandcr M F, cds, Materials Research Soci

ety Symposium Proceedings ,Pittsburgh. USA: Materials Re

searc h Society, 1992 .269: 163-169 

[81 Kikunaga T • A<;ano H. Yasojima Y ,et al . A 28GHz gyrotron 

with a permanent magnet system. Int. J. Electronics, 1995, 

79:655-663 

[9] Borie E, Jodicke B. Comments on the linear theory of the 

gyrotron. IEEE Trans. Plasma Sci. ,1988,16: 116-121. 

[ 10 ]Liu P-K • Borie E, Kartikeyan M-V. Design of a 24 GHz. 3D 

kW technology gyrotron operating at the second harmonic. 

In:Liu S,Shen X,eds,25'" Int. Conf. Infrared and l'v1il

Jimeter Waves Conf. Dig . • Beijing: IEEE Press. 2000: 

327-328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