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第一届 “岷山杯”射频微波电路 

设计竞赛方案 

一、竞赛背景 

电子信息产业是四川省创新实力最强、产业基础最好、

渗透范围最广、经济增长贡献最多的支柱产业。2022 年，川

渝两地电子信息产业规模突破 2 万亿元，约占全国的 14%，

正在成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新高地。四川电子信息产业在提

质、引强、补链、建圈等方面持续发力，当前已形成涵盖集

成电路、新型显示与数字视听、终端制造环节、软件研发、

移动互联网应用等较为完整的电子信息产业体系，是四川省

第一支柱产业。 

射频微波技术作为电子信息产业链上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用领域广泛，是支撑国防军工、通信、新能源汽车、高端

装备等国计民生关键领域发展的基础性产业之一。随着四川

省电子信息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从事射频/微波器件与电

路、天线等设计开发制造的射频微波企业已形成集群化发

展，集聚了一批知名的射频微波公司和研发机构，对培养射

频微波工程人才的建设与发展形成了强大市场牵引。随着成

渝地区射频微波企业对相关专业毕业生需求量的不断增加，

以及射频微波技术的迭代发展和新知识新概念的不断涌现，



对人才培养质量和模式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 

为支撑四川省射频微波产业人才需求，特举办第一届“射

频微波电路设计”大赛，以提高学生对射频微波电路的设计和

测试能力，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科技创新意识和团队协作

精神的锻炼，打造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服务产业发展需

求，提高射频微波领域人才培养质量。 

二、组织单位 

（一）主办单位：成都高新区科技创新局 四川省电子学会  

（二）承办单位：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成都岷山恒容电磁技

术研究有限公司 

（三）协办单位：成都市电子信息行业协会 成都高新岷山

行动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有限公司 是德科技、罗德与施瓦茨、

成都天大仪器、重庆大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介绍：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是四川省和中国气象局共建、四川省

重点发展的省属普通本科院校。学校是国家中西部基础能力

建设工程高校、国家首批“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试点院

校、四川省首批“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四川省新增博士学位

授予单位优先培育高校，是国际 CDIO 组织、中国气象人才

培养联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校联盟正式成员。电子信

息科学与技术专业所属的信号与信息处理学科被评为四川



省优势特色学科和重点学科。 

成都岷山电磁环境适应技术研究院是成都高新区 岷山

行动 计划第二批揭榜挂帅新型研发机构,市场主体为成都岷

山恒容电磁技术研究有限公司。研究院由中国工程院院士、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苏东林牵头，以 2 个国家级技术平台

（鸿鹊创新中心、智能系统与装备电磁环境效应实验室）为

依托，建设电磁环境适应性开发测试验证公共技术平台，开

展装备和系统电磁环境适应性仿真设计平台、测试系统以及

先进智能化综合天线等产品的研发，突破电磁安全领域 卡

脖子 技术，推动相关行业工程化和产业化，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打造我国电磁环境适应技术高地。 

三、竞赛主题 

射频微波电路类的设计与测试 

四、参赛对象 

四川省内高等学校电子信息类专业全日制在校本科生

和研究生 

五、竞赛内容 

利用射频微波 EDA 软件设计射频微波电路，在考虑高

频分布参数、晶体管小信号、大信号模型等设计要素的基础



上，仿真设计电路并利用一定的微带基片和晶体管实现相应

电路。 

设计竞赛题目(自选其一)： 

1、题目：VCO 设计与测量 

设计要求：选用变容二极管等分立元件； 

参考指标：频率范围 600MHz-1200MHz 内任一频点；调

谐频率带宽为设计频点的 15%以上（线性度 5%以内）；输

出功率大于 5dBm。 

其他：在满足设计要求前提下，中心频率处的相噪越低、调

谐带宽越宽、输出功率越高和结构越简单越好。 

2、题目：功率放大器设计与测量 

末级采用晶体管：AFT09MS0150N   （LDMOS 放大器） 

（1）工作频率：760-870MHz 

（2）增益：G≥36dB 

（3）带内增益平坦度：≤1dB 

（4）功率：P-1dB ≥36dBm 

（5）回波损耗：≥15dB 

（6）效率：≥45% 

（7）接头：SMA-k 

其他：在满足设计要求的前提下，成本尽量低，尺寸尽

量小，工作状态稳定，注意散热设计。注意外观设计，功放

考虑屏蔽腔设计，对加电和信号输入输出端在腔体上标明。 

3、题目：微带平面带通滤波器 



关键指标： 

通带：9.2-9.6GHz，带内插损 IL 小于 3dB，带内反射系数大

于 10dB； 

边带抑制：10GHz-10.6GHz 至少抑制 20dB、8.2GHz-8.8GHz

以下至少抑制 20dB。 

其他指标：在满足设计要求前提下，带内插损越低、边带抑

制越好、寄生通带越远、群延时越低、带内波纹越小、结构越简

单、尺寸越小越好、板材越便宜越好。 

4、题目：平面天线设计与测量 

设计要求：工作频率 2.35-2.45GHz； 

使用厚度小于 1.5mm 的 Rogers4350B 板材； 

天线尺寸小于 300mm×300mm×1.5mm； 

增益不小于 5dBi； 

频率 2.4GHz时天线整体辐射效率大于 85%； 

输入端口回波损耗大于 15dB（S11<-15dB）。 

    其他：在满足设计要求前提下，对于天线尺寸相近的情

况，结构越简单、成本越低越好，回波损耗带宽、增益带宽

越宽越好，中心频点 2.4GHz 对应半功率波束宽度越窄越好，

法向增益越高越好。 

5、题目：EMC 近场磁场探头设计与测量 

设计要求：工作带宽 30MHz-3GHz(带内探测平坦度小于±

5dB)；       



电场抑制比大于 17dB； 

空间分辨率小于 2mm； 

其他：在满足设计要求前提下，带宽越宽、探测空间分辨率

越高和结构越简单越好，对探头的灵敏度不做要求 

六、参赛规则 

1、参赛者为全日制在校本科生或研究生，每支参赛队伍由 1～3

名队员组成。 

2、竞赛分为初赛（方案设计）和复赛（实物制作与测试）两个环

节进行。 

3、初赛通过网上提交作品，复赛在成都信息工程大学现场进行。 

4、初赛获评优秀的参赛队伍进入复赛环节，各参赛队需在规定时

间完成。 

七、竞赛日程阶段安排 

阶段 时 间 事 项 

初

赛 

报

名 
9 月 20 日-10 月 10 日 

选题和报名：报名时请提交报名表，包括选题、

姓名、学校、专业、联系邮箱和电话等信息。 
报名方式：发送至 cjq@cuit.edu.cn 。 
联系人：陈军全 老师 13518210366 

方

案

设

计 

10 月 15 日-11 月 5 日 

提交内容：设计方案文件、仿真设计报告（包括

Project 文件和版图）。 
提交方式：提交至 cjq@cuit.edu.cn， 
陈军全老师 13518210366 

复赛 

11 月 5 日-12 月 5 日 加工调试和测试，撰写总结报告 
12 月 5 日-12 月 15 日 集中测试，提交总结报告 
12 月 15 日-12 月 18 日 测试评比 
12 月 20 颁奖 



1、报名阶段： 

(1) 报名时间：2023 年 9 月（具体以通知为准）； 

(2) 报名方式：参赛学生须填写报名表（见附件 1）发送到

cjq@cuit.edu.cn，需要选定题目，具体报名信息与题目

信 息 以 成 都 信 息 工 程 大 学 电 子 工 程 学 院 官 网

（dzgcxy.cuit.edu.cn）发布为准。 

2、初赛阶段（方案设计阶段） 

(1) 方案设计时间：2023 年 10 月 15 日—2023 年 11 月 5

日。 

(2) 方案设计的内容：方案设计（包括研究内容、研究方案、

技术路线及可行性分析、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时间进度

安排、经费预算）。 

(3) 设计方案的递交：参赛学生须填写设计方案报告（见附

件 2），由各参赛队在 2023 年 11 月 5 日前发送到

cjq@cuit.edu.cn。邮件主题请注明：射频微波设计竞赛

设计方案报告；文件名的命名格式为：“题目简称_队长

姓名”。 

3、复赛阶段 

(1) 集中测试时间：2023 年 12 月 5 日-12 月 15 日。 

(2) 集中实测地点：笃学楼 6412（电磁场与微波技术实验

室）。 

(3) 总结报告递交：参赛学生须撰写竞赛总结报告（见附件



3）和答辩视频，由各参赛队在 2023 年 12 月 15 日前发

送到 cjq@cuit.edu.cn。邮件主题请注明：射频微波设计

竞赛总结报告和答辩视频；文件名的命名格式为：“题

目简称_队长姓名”。 

八、评比要素 

评分细则 

评分项 评分依据 权重

方案报告 

（1）设计方法正确性； 

（2）设计要素的考虑完备性； 

（3）运用 EDA 软件的能力； 

（4）仿真设计报告的规范和完整性。 

0.3 

测试结果

及报告 

实物电路的测量结果（参见指标要求） 
0.6 

作品视频

效果 

（1）设计方案讲解的合理性及完备性； 

（2）设计过程讲解的清晰性； 

（3）测试结果的讲解准确性。 

0.1 

参考原则： 

（1）设计方法正确性； 

（2）设计要素的考虑完备性； 

（3）运用 EDA 软件的能力； 

（4）仿真设计报告的规范和完整性； 



（5）电路实现的测量结果和仿真设计结果之间的吻合程度； 

（6）实物电路的测量结果; 

（7）作品视频讲解效果。 

九、竞赛评奖方式 

1．根据技术难度、制作质量、创新性设计思想等，组织

专家评议打分。 

2．根据参赛组数量，评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优胜

奖若干，给予证书和奖金（税前），以资鼓励。 

一等奖 2名：复赛第 1、2名（每组：5000 元）； 

二等奖 3名：复赛第 3、4、5名（每组：3000 元）； 

三等奖 5名：复赛第 6-10 名（每组：1000 元）； 

优胜奖 10 名：复赛第 11-20 名（每组：600 元）； 

优秀指导教师奖 5名。 

3.获奖者将获得由成都高新区科技创新局、四川省电子学

会和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颁发的获奖证书。 

十、注意事项 

凡方案设计必须为原创，杜绝抄袭他人。一经发现，并

由参赛者承担一切责任。知识产权归属原设计者。 



十一、联系方式 

联系人：曹老师（13981977506）； 

陈老师（13518210366）； 

联系电话：028-85966898； 

邮箱：caojy@cuit.edu.cn； 

比赛 QQ 群：469467235。



附件 1 

 

队伍名称  

参赛题目 （相关内容提示） 

指导教师  学校名称  

团队情况 姓名 学院 专业 联系电话 

队长     

队员     

队员     

     

     



附件 2 

 

四川省第一届 “岷山杯”射频微波电路 

设计竞赛方案设计报告 

 

 

 

 

 

 

 

题目名称：                        

队伍名称：                        

指导老师：                        

联系电话：                        

电子信箱：                        

 

 



1．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案：（1—6 总共不超过 2000 字） 

 

 

 

 

 

 

 

 

 

 

 

2. 技术路线及可行性分析： 

 

 

 

 

 

 

 

 

 

 



3. 拟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 

 

 

 

 

4. 特色与创新点：  

 

 

 

 

5. 时间进度及安排：  

 

 

 

 

 

6. 详细经费及使用计划： 

 

 

 

 



附件 3 

 

四川省第一届 “岷山杯”射频微波电路 

设计竞赛总结报告 

 

 

 

 

 

 

 

题目名称：                        

队伍名称：                        

指导老师：                        

联系电话：                        

电子信箱：                        

 

 



1．项目基本情况 
 

队伍名称  

参赛题目 （相关内容提示） 

指导教师  学校名称  

团队情况 姓名 学院 专业 联系电话 

队长     

队员     

     

     

队员     

 
2. 项目实施过程简介 

 

 

 

 

 

 

 

 

 

 

 

 

 



3. 项目实施总结报告 

 

 

 

 

 

 

 

 

 

 

 

 

 

 

 

 

 

 

 

 

 



4. 特色与创新点：  

 

 

 

 

 

5. 经费使用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