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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定位 

四川省宽带微波电路高密度集成中心在依托单位中国

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九研究所的专项经费支持下，每年

不定期向国内相关知名高等院校发布指南项目。 

本指南项目主要围绕电子信息产业与电子装备发展需

求，针对宽带微波领域的共性基础技术与瓶颈技术，开展相

关技术研究工作，支撑电子信息产业和电子装备发展，任务

周期一般 1～2年，单个项目年度投资上限一般不超过 20万，

欢迎积极申报。 

二、指南条目 

2021-01：GaN 管芯宽带色散特性建模及相关设计验证技

术研究 

研究内容与目标：围绕电子系统对宽带功率芯片迫切需

求，针对宽带功率芯片设计精度低、效率低、宽带匹配设计

难度大等问题，基于国内商用 GaN 工艺平台，开展功率放大

管芯、功率开关管芯非线性特性建模、宽带匹配电路设计方

法、宽带高隔离和高功率容量开关等研究，突破 GaN 功放管

芯高精度建模、开关电路建模和高效率设计等关键技术。形

成研究报告和设计规范，并通过典型电路设计范例，完成相

关模型和技术的验证。 

牵引性指标： 

1、 管芯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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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工作频率 0.1～18GHz； 

 2) 具备支持 20W 功放、开关验证设计能力； 

 3) 模型精度优于 90%； 

 4) 模型须包含宽带色散非线性特性，可嵌入商用仿真

软件仿真。 

2、 验证芯片设计指标： 

（1）大功率开关芯片： 

1） 频段：2～18GHz； 

2） 插损：≤0.8dB； 

3） 隔离：≥30dB； 

4） P0.1dB：≥20W。 

（2) 功率放大器芯片： 

1） 频段：6～18GHz； 

2） 输出功率：≥20W； 

3） 效率：≥30%； 

4） 功率增益：≥15dB。 

成果形式：技术研究报告、设计规范、模型库、典型设

计报告。 

研究经费：每年度不超过 20 万元。 

研究周期：不超过 2 年。 

2021-02：小型化高 Q 值连续可调 Notch 谐振器及其耦

合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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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与目标：围绕电子系统抗电磁干扰的需求，针

对宽带内 notch 可调滤波器工作频带窄、损耗大、抑制低、

切换速度慢、体积大等问题，开展小型化宽带高 Q 值快速可

调谐振器及其可调耦合系数技术研究，突破宽带可调 notch

滤波器低损耗、高抑制、快调谐和耦合等关键设计技术，开

展集成样机设计，完成可行性验证，形成研究报告和集成样

机设计报告。 

牵引性指标： 

1、谐振器指标： 

（1）Q 值≥500； 

（2）谐振器可调范围≥4GHz。 

2、耦合器指标： 

耦合系数可调范围≥5%。 

3、集成样机牵引性指标： 

（1）工作频率：8-12GHz连续可调； 

（2）阻带抑制度：≥50dB； 

（3）50dB 阻带带宽：50MHz； 

（4）3dB阻带带宽：500～600MHz； 

（5）调谐时间：≤200ns； 

（6）通带插损：≤2dB； 

（7）体积：≤5*5*2mm。 

成果形式：技术研究报告、集成样机设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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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经费：每年度不超过 20 万元。 

研究周期：不超过 1 年。 

2021-03：天线近场相位还原技术 

研究内容与目标：围绕大型阵列天线电性能测试需求，

针对无参考通道阵列天线近场无法测试的问题，开展天线近

场相位还原技术的研究，突破无相位条件下近远场变换技术，

研制相关算法及软件。 

牵引性指标： 

1、 3dB波束宽度内天线方向图实测结果与参考值吻合

度最大差值≤±0.7dB (r.m.s) ;                                    

2、主波束范围内，天线方向图实测结果与参考值吻合

度最大差值≤±1.3dB (r.m.s) 。 

成果形式：技术研究报告、算法公式及相关源代码。 

研究经费：每年度不超过 20 万元。 

研究周期：不超过 1 年。 

2021-04：基于人工智能图像识别的金属微颗粒辨识技

术 

研究内容与目标：围绕电子产品制造过程的自动质量检

测需求，针对微波多芯片腔体集成产品内的金属微颗粒辨识

难度大问题，开展基于 X 光图片的智能图像识别技术，突破

基于现有 X光检测设备系统的快速、准确、易操作的金属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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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辨识技术，研制智能辅助检测软件，支撑金属微颗粒检

测的工程化应用。 

牵引性指标： 

1、适用于处理分辨率：500×300 至 2000×1200 像素； 

2、识别速度：不低于 5fps（即每张不超过 0.2s）； 

3、识别准确率：金属微颗粒误判率≤2.5%（以 1000 张

产品 X光图像作为测试集）； 

4、金属微颗粒漏检率≤1%（以 1000 张产品 X光图像作

为测试集）； 

5、可识别单个金属微颗粒大小占图像画幅 2%～20%之间

（在型号为 YXLON Cheetah EVO 的 X 光机能力下可识别最小

10um的金属颗粒物，放大倍率为 250 至 2500倍时）。 

成果形式：技术研究报告、用户手册、系统技术方案、

基于人工智能图像识别技术的金属微颗粒辅助检测软件。 

研究经费：每年度不超过 20 万元。 

研究周期：不超过 1 年。 

2021-05：目标散射特性时域调控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与目标：围绕电子装备对多功能天线孔径的需

求，针对目标散射特性控制需求，以目标电磁特性调控技术

为核心，开展时域散射特性调控技术研究，突破目标散射特

性时频调控、散射单元等效电路建模、散射单元电控等关键

技术，并给出反射型时域散射特性可调仿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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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引性指标： 

1、功能指标： 

目标雷达截面积、一维距离项可调。 

2、性能指标： 

（1）工作频带：X 波段； 

（2）频率调整能力：10MHz～500MHz 可调； 

（3）适应极化形式：HH 和 VV； 

（4）厚度：≤10mm； 

（5）雷达截面积最大动态可调控范围：≥15dB； 

（6）阵列规模≥16*16通道。 

成果形式：技术研究报告、仿真模型。 

研究经费：每年度不超过 20 万元。 

研究周期：不超过 2 年。 

2021-06：基于光电导的超宽频微波信号形成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与目标：针对宽频可调制大功率微波源需求，

开展基于激光器输出光脉冲波形调制宽频微波信号机理，突

破宽频微波波形参数 (光强、脉宽、波形函数、重频)连续

或准连续可调激励光脉冲串产生技术、基于 GaN或 SiC衬底

的调制光脉冲串作超宽带大功率频微波信号产生技术、基于

Blumlein 形成线的宽频窄微波脉冲功率合成技术研究，进

行信号电磁波干扰、攻击目标电路、非线性节点器件的机理

与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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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引性指标： 

1、单开关指标： 

（1）峰值负载功率（50Ω示波器负载）：1MW； 

（2）单周期半峰值/峰峰：0.8～1.5ns； 

（3）电脉冲幅值抖动：＜1%； 

（4）脉冲串波形：连续/准连续； 

（5）触发抖动时间（方均根）：50ps；脉冲串重频：0.1～

1kHz。 

2、合成多开关指标： 

（1）倍压级次：≥2 倍压； 

（2）输出功率：＞2MW； 

（3）倍压效率：80%； 

（4）体积（不含光激励系统）：＜12×10×5cm 

（5）重量（不含光激励系统）：＜1kg； 

（6）使用寿命：＞100万次（脉冲串输出）。 

成果形式：技术研究报告、论文。 

研究经费：每年度不超过 20 万元。 

研究周期：不超过 2 年。 

三、申报须知 

1.项目名称一般与指南条目名称一致，在明确的研究经

费指标限额内合理测算经费需求。项目建议书应提出可考核

可验证的研究成果，并满足相应牵引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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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受理的项目申报书通过形式审查后，将组织专家现场

评议。专家评议时，一般由工程研究中心相应指南技术负责

人答辩。对同一指南条目申报数量较多的，视情在现场答辩

前安排书面评议，遴选部分论证质量相对较高的项目参加现

场答辩。 

3.每项指南原则上只支持 1 个团队独立研究。 

四、材料申报和受理 

1.申报单位向宽带微波工程研究中心提交申报书电子

版，联系人：高阳，028-87551412。项目申报书须由项目申

报负责人亲自签名，申报单位须加盖公章。 

2.本此次受理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11 月 22 日。 

3.申报单位需对项目建议书内容的真实性进行审核，对

申报材料内容负责。 

五、材料格式要求 

1. 电子版建议书。每个项目建 1个文件夹，文件夹命名

方式：指南条目编号-单位名称-项目负责人（示例：

2021-001-XX 大学-张三），内包含 word和 pdf电子

版两种格式，pdf 电子版封面需盖章、签字。 

2.项目申报书参考有关模板（见附件）组织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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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项目立项建议书模板 

密级： 

 

 

四川省宽带微波电路高密度集成 

工程研究中心指南项目 

申 请 书 

 

项目名称 

申 请 者： 

工作单位： 

开户银行： 

银行帐号：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电    话： 

申请日期： 

 

 

 

四川省宽带微波电路高密度集成工程研究中心 

二○二一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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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报 说 明 

 

一、申请书各项内容要实事求是，逐条逐项认真填写。不符合

规定者，将不予受理。 

二、工程研究中心项目研究周期一般为 1到 2年。 

三、申请书为 A4 纸，于左侧装订成册。主要内容中一级标题用

三号黑体，无缩进；其余标题和正文用四号仿宋体，首行缩进二字符。 

四、“项目名称”应确切反映研究内容，最多不超过 25 个汉字

（包括标点符号）。申请书主要内容部分应具体、翔实。 

五、申请人要求具有高级职称或具有博士学位的中青年优秀人

员。在读研究生、已离退休的科研人员和申请单位的兼职科研人员不

得作为申请项目的负责人提出申请，但可作为项目组成员参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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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申请简表 

项 目 名 称  

起止年月 自    年   月至    年   月 
申请 

金额 
          万元 

申
请
者 

姓名  性别  年龄  学位  

职称  专业特长  

申
请
单
位 

名称  

隶属关系  

课 

 

 

题 

 

 

组 

 

 

总人数 高级 中级 初级 博士后 博士生 硕士生  

        

主 

要 

成 

员 

名 
单
（
不
含
申
请
者
本
人
）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职  称 工作单位 

参加

月数 

工作

分工 
签字 

        

        

        

        

        

        

        

主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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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请经费预算表 

序号 项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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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预见费：是指为应对研制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可预见因素而预留的费用，研制周期

超过 36 个月且项目预计成本超过 1000 万元的科研项目方可计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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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论依据 

（一）概念与内涵 

（二）电子信息产业或电子装备需求分析 

（三）国内外研究概况、水平和发展趋势 

四、研究方案 

（一）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二）拟采取的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实验方案及可行性分析（须

具体翔实，包括理论分析、计算、实验方法、实验步骤等） 

（三）主要创新点 

（四）研究计划及预期进展（包括研究进度计划及阶段目标） 

（五）预期研究成果和考核指标（须具体、明确、可考核） 
五、研究基础 

（一）与申请项目有关的研究工作基础和已取得成绩 

（二）现有研究条件情况 

（三）申请者和主要成员研究工作简历（包括近期承担与本项目

有关的预研项目、指南项目和其他项目情况及发表论著目录） 

（四）主要参考文献 

六、项目负责人单位审查意见（签章） 
 

 

 

 

 

 

 

七、工程研究中心审查意见（签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