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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英纤维增强环氧树脂基复合材料的微波吸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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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实现石英纤维增强环氧树脂基复合材料在低厚度（2~4 mm）下的宽频微波吸收，拓展有效

吸收带宽（Effective Absorption Bandgap，EAB）。方法 基于阻抗匹配与衰减特性设计出石英纤维增强环氧

树脂基功能层及其微波吸收复合材料，并利用超表面的电磁谐振增强作用进一步提升 EAB。结果 F1 功能

层具有良好的阻抗匹配特性与高频谐振特性，F2 功能层具有强损耗与低频谐振特性；以 F1 与 F2 分别

为阻抗匹配层与损耗层，设计出的厚度为 2.04 mm 的微波吸收复合材料在 8.80~16.95 GHz 具有≤–10 dB

的反射率（Reflection，R），EAB 为 8.15 GHz，厚度分别为 3.06 mm 与 4.08 mm 的微波吸收复合材料也

具有良好的宽带吸收性能；超表面的引入能够改善宽频范围内的阻抗匹配，增强微波吸收复合材料的电

磁谐振损耗，从而拓展复合材料的 EAB，厚度为 3.06 mm 的复合材料的实测 EAB 由 5.69 GHz 拓展到

10.34 GHz，且实测反射率变化趋势与设计结果具有一致性，加载超表面后复合材料的力学强度保持

率>96%。结论 传统材料的微波吸收机制与超表面的阻抗匹配改善与谐振增强机制相结合可以进一步提

升复合材料的微波吸收性能，为后续复合材料的高效微波吸收设计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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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achieve broadband microwave absorption in quartz fiber reinforced epoxy resin matrix 

composites at low thicknesses (2~4 mm), to extend the Effective Absorption Bandgap (EAB). Quartz fiber reinforced 

epoxy resin matrix functional layers and microwave absorbing composites were designed based on impedance matching 

and attenuation properties, and the electromagnetic resonance enhancement of the metasurface was used to further 

enhance EAB.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1 functional layer possessed good impedance matching and high-frequency 

resonanc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F2 functional layer possessed strong loss and low-frequency resonance characteristics. 

With F1 and F2 as the impedance matching layer and lossy layer respectively, the designed microwave absorbing 

composite with the thickness of 2.04 mm had a R of no more than –10 dB at 8.80~16.95 GHz and an EAB of 8.15 GHz, 

and the microwave absorbing composites with thicknesses of 3.06 mm and 4.08 mm also exhibited favorable broadband 

absorbing properties;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metasurface enhanced the electromagnetic resonance loss of the microwave 

absorbing composites, thus expanding the EAB of composites. The measured EAB for the composite with a thicknes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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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mm was expanded from 5.69 GHz to 10.34 GHz. The variation trend of measured R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designed 

result, and the mechanical strength retention of the composite after loading metasurface was higher than 96%. The abov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microwave absorption mechanism of conventional materials combined with the impedance 

matching improvement and resonance enhancement mechanism of the metasurface can further enhance microwave 

absorption of composites, which provides some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 of subsequent composites for highly efficient 

microwave absorption. 

KEY WORDS: microwave absorbing composite; effective absorption bandgap; metasurface; reflection 

以电磁波为信息载体的各种电子设备在给人类

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其产生的电磁辐射带来的电磁

污染成为继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噪声污染之后的第四

大污染，不仅影响电子信息系统的交互，造成电子设

备损坏，甚至会威胁到人类的身心健康[1-5]，因此需

对电磁辐射进行有效抑制。微波吸收材料是一种能够

有效吸收电磁波，并通过各种电磁损耗方式将其有效

损耗的功能材料，利用微波吸收材料对电磁辐射进行

有效充分吸收，是解决电磁污染的有效手段[6]。作为

一种具有结构功能一体化特性的复合材料，结构微波

吸收复合材料具有吸波承载有机结合、增重小与微波

吸收频带宽等特点[7-11]，在抑制电磁辐射中具有重要

应用价值。 

电磁超材料作为由亚波长单元结构组成的人工

复合材料，能够突破传统材料的限制，通过调节单元

结构对电磁波的幅度、相位、极化与方位等进行灵活

调控。其中，电磁超表面作为电磁超材料的二维结构

形式，具有剖面低、共型简单、厚度薄，设计简单与

易加工等特点[12-14]，在微波吸收领域得到了广泛研究

与应用[15-20]。在低密度薄层宽频微波吸收电磁超表面

研究方面，喻卫军等[21]设计了一种厚度为 1.32 mm

的三频带微波吸收超表面样件，该样件在 5.16、7.27、

8.32 GHz 频点附近可实现>10 dB 的有效吸收带宽

（Effective Absorption Bandgap，EAB）；Luo 等[22]设

计了一种厚度为 4.5 mm 的非线性吸波超表面，该超

表面样件在强光照射下的 EAB 接近 1 dB；Xu 等[23]

利用超表面加载集总元件改善阻抗匹配的方法，设

计制备了厚度为 5.5 mm、EAB 为 1.2 GHz 的超表面

吸波体；Ning 等[24]设计了一种厚度为 10.3 mm 的可

重构三模式超表面，其在微波吸收模式下的 EAB 接

近 3 dB。可见，依靠电磁超表面自身的匹配与损耗

或加载集总元件方式实现薄层宽频微波吸收的效果

有限，一些加载集总元件的报道虽能有效提升超表

面的微波吸收 [25-27]，但集总元件的引入增加了设计

与制备的复杂性，且超表面裸露于结构顶层，极易

遭受外界干扰而使结构完整性遭受破坏，不利于实

际工程化应用。 

结构微波吸收复合材料在低厚度条件下往往受

限于吸收剂的低含量与弱阻抗匹配，较难得到有效的

宽频微波吸收效果。环氧树脂作为常见基体树脂，具

有较低的密度与固化温度，已被广泛用作复合材料的

基体树脂[28-29]。石英纤维作为结构复合材料用增强纤

维，其 SiO2 含量接近 100%，具有优异的耐高温性能、

力学性能、低介电损耗与优异化学稳定性，常与环氧

树脂、氰酸酯树脂等匹配制备成不同性能要求的复合

材料，具有广阔的实际应用空间[30-32]。为实现结构微

波吸收复合材料在较低厚度（2~4 mm）条件下的宽

频吸收性能，本文以石英纤维（QW280）为增强纤维，

环氧树脂（AC524）为基体，金属微粉 XH 与 JH 为

电磁波吸收剂，通过阻抗匹配与电磁损耗设计，制备

了石英纤维增强环氧树脂基微波吸收复合材料，并进

一步引入电磁超表面进行复合设计，以期将磁性材料

的电磁损耗与超表面的谐振损耗相结合，进一步提升

复合材料在微波频段的 EAB，并对复合电磁超表面

前后的微波吸收性能进行验证。 

1  实验部分 

1.1  实验原材料 

8 枚 3 飞缎纹石英纤维织物（QW280），湖北菲

利华石英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环氧树脂（AC524）、

铁磁性吸收剂（XH，JH），均为自制得到。 

1.2  电磁超表面制备 

电磁超表面采用印刷电路板（PCB）刻蚀工艺制

备，其中超表面衬底采用厚度为 0.1 mm、介电常数

（εr）为 4.3、介电损耗正切（tanε）为 0.025 的 FR-4

环氧板材料，超表面单元采用厚度为 0.017 mm、电

导率为 5.8×107 S/m 的金属铜。 

1.3  复合材料制备 

复合材料是利用热熔预浸料经热压罐固化而成。

将树脂与吸收剂按照设计好的比例混合，涂膜制成热

熔胶膜，后通过胶膜与石英纤维织物复合制备成热熔

预浸料；按照设计的尺寸要求对预浸料进行裁剪、铺

叠，其中加载电磁超表面的复合材料制备时按照结构

形式依次铺叠预浸料、超表面与预浸料，经过热压罐

成型固化，固化后根据测试需求进一步剪裁得到所需

尺寸的石英纤维增强环氧树脂基复合材料，制备工艺

流程图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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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复合材料制备工艺 
Fig.1 Diagram for preparation of composites 

 

1.4  测试与表征 

电磁参数测试根据电子行业标准《微波大损耗固
体材料复介电常数和复磁导率测试方法》（SJ 20512— 
1995）中矩形波导传输线测试方法进行，使用型号为
N5234F2 的矢量网络分析仪测试复合材料在 1~18 GHz
的电磁参数。反射率测试根据军用标准《雷达吸波材
料反射率测试方法》（GJB 2038A—2011），采用弓形
法完成测试。 

复合材料的弯曲性能与层间剪切性能分别按照
标准 ASTM D 790《未加强和加强塑料与电气绝缘材
料的弯曲性能的标准试验方法》和 ASTM D 2344/D 
2344M-16《聚合物基复合材料及其层压板短梁剪切强
度标准试验方法》，利用型号为 INSTRON 5982 的电子
万能试验机完成测试，取 5 个有效试样计算平均值。 

2  结果与讨论 

2.1  石英纤维增强环氧树脂基复合材料功

能层的设计与表征 

对于宽频微波吸收材料的设计，往往采用多功能
层复合匹配，一方面能够增加电磁参数调控的自由
度，提高阻抗匹配概率，使得尽可能多的电磁波进入
材料内部；另一方面可利用不同功能层在不同频段的
电磁损耗作用，使得在宽频范围内进入材料内部的电
磁波尽可能衰减，从而达到性能优异的宽频设计结
果。良好的宽频微波吸收复合材料往往需满足在较宽
频段范围内具有优异匹配与损耗特性，相较于介电类
微波吸收材料的带宽窄、宽频匹配性能不佳的特点，
磁性微波吸收材料往往具有更大的带宽厚度比[33]，兼
具电磁损耗，通过磁性吸收层的精确匹配设计，往往
能够实现优异的宽带微波吸收特性。以铁磁共振吸收
与涡流损耗为主要损耗机理的金属微粉类吸收剂具
有电磁损耗强、吸波频带宽、最佳匹配厚度较小等优
点[34-35]，自制了 2种磁性金属微粉类吸收剂 XH与 JH，
利用 XH 与 JH 经过热压罐工艺分别制备了 F1 功能层
与 F2 功能层，物理参数如表 1 所示，2 种功能层电
磁参数及损耗正切随频率变化曲线如图 2 所示。由图
2 可知，相较于 F1 功能层的电磁参数，F2 功能层的
介电常数实部（ε'）与虚部（ε"），磁导率实部（μ'）
与虚部（μ"）均在全频段 1~18 GHz 内相对更高，且

F2 的 tanε与磁损耗正切（tanμ）均高于 F1 的，表明
F2 具有相对更强的电磁损耗能力；F1 与 F2 的 tanε
分 别 在 0.014~0.033 与 0.10~0.42 ， tanμ 分 别 在
0.05~0.20 与 0.40~0.72，表明 F1 微波损耗以磁损耗形
式为主，兼具较小的介电损耗，F2 兼具相对较高的
磁损耗与介电损耗。 

 
表 1  功能层参数信息表 

Tab.1 Parameter information sheet for functional layers 

编号 树脂质量分数/% 吸收剂质量分数/% 单层压厚/mm

F1 20.7 48.3 0.34 

F2 20.7 48.3 0.34 

 
图 3a 为 2 种功能层的特征阻抗模值（|Z0|）随频

率变化曲线，在整个频段内 2 种材料的|Z0|均小于自

由空间（|Z0|=1），且 F1 的|Z0|大于 F2 的|Z0|，因此 F1

较 F2 更易实现与自由空间的阻抗匹配。微波吸收复

合材料的电磁波吸收机理包括进入材料内部的电磁

波损耗吸收与反射到自由空间电磁波的谐振吸收，2

种功能层材料的谐振吸收匹配厚度（H）随频率变化

曲线如图 3b 所示，在 1~18 GHz 范围内，2 种功能层

材料的 H 均随频率的增加而下降。H 相同时，F1 较

F2 具有高匹配频率，表明 F1 易在高频实现谐振吸收，

F2 易在低频实现谐振吸收。根据传播常数公式[36]计

算得到 2 种吸收层的损耗常数（α）随频率变化曲线

如图 3c 所示，在 1~18 GHz 范围内，F2 比 F1 呈现相

对较高的 α，表明 F2 具有相对更强的微波损耗，这

和上述呈现的 F2 的高损耗正切结果一致。合理的多

层吸收结构能够实现优异的阻抗匹配[37]，通过俘获入

射进材料内部的电磁波，使之在面层与底层之间产生

多次反射与吸收，从而实现对电磁波的衰减。鉴于

F1 的阻抗在宽频带范围与自由空间相近，且具有高

频谐振吸收特性，F2 具有较强的电磁损耗、较高的

低频磁导率与低频谐振吸收特性，因此在本研究中，

拟采用 F1 为阻抗匹配层、F2 为损耗层进行微波吸收

复合材料电性能的设计优化。 

2.2  石英纤维增强环氧树脂基微波吸收复

合材料的宽带性能设计与表征 

为得到低厚度条件下的宽带微波吸收复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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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电磁参数与损耗正切随频率变化曲线 
Fig.2 Curves of electromagnetic parameters and loss tangent with frequency 

 

 
 

图 3  F1 和 F2 的特征阻抗模值、匹配厚度、损耗常数随频率变化曲线 
Fig.3 Curves of characteristic impedance, matched thickness, loss factor with frequency for F1 and F2 

 

以 F1 与 F2 分别为阻抗匹配层与损耗层，建立微波吸

收复合材料的电结构模型（如图 4a 所示），利用 ANSYS 

HFSS 电磁仿真软件，采用以有限元算法为核心的频

域求解器进行计算，通过调节 2 种功能层的厚度进行

宽带微波吸收复合材料优化设计。 

厚度为 2.04 mm 的微波吸收复合材料优化结果

如图 4b 所示，其中损耗层 F2 的厚度为 0.68 mm，阻

抗匹配层 F1 的厚度为 1.36 mm。该结构微波吸收性

能整体覆盖 1~18 GHz 范围，且在 13.1 GHz 出现谐振

吸收峰，<–10 dB 的 EAB 为 8.15 GHz，表明采用上

述策略进行宽带电性能优化设计具有一定可行性。为

了验证优化设计的准确性，制备了与电结构模型具有

相同结构参数的石英纤维增强环氧树脂基微波吸收

复合材料，结果显示该复合材料的实测反射率曲线与

模拟结果在整体趋势上具有较强一致性，且实测 EAB

为 7.07 GHz，产生的误差包括电磁参数测试误差与反

射率测试误差以及仿真模拟算法误差。 

为了探究微波吸收复合材料的电性能批次稳定

性，制备了 3 批次厚度为 2.04 mm 的复合材料，反射

率测试结果如图 4c 所示，3 批次复合材料反射率测

试结果基本一致，表明该微波吸收复合材料具有优异

的电性能批次稳定性，设计结果具有一定的准确性。

为了进一步阐明所设计复合材料的微波吸收机制，同

时获得不同功能层对电磁波吸收的贡献，模拟仿真了

复合材料在 13.1 GHz 谐振频率点下的功率损耗密度

分布，结果如图 4d 所示，可见 13.1 GHz 的微波损耗

来源于 F1 与 F2 的共同作用，其中 F2 层的微波损耗

大于 F1 层的微波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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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a）微波吸收复合材料电结构模型示意图；（b）设计与实测反射率曲线； 

（c）三批次反射率测试曲线；（d）13.1 GHz 下的功率损耗密度分布示意图 
Fig.4 Electrical structure model of microwave absorbing composites (a), curves of  

reflection for designed result and measured result (b), curves of  
reflection for three patches (c), distribution of  

power loss density at 13.1 GHz (d) 

 
针对不同厚度的复合材料，分别设计优化电性

能，优化结果如图 5 所示。对于厚度为 3.06 mm 的复

合材料，当 F1 与 F2 厚度分别为 1.02 mm 与 2.04 mm

时，模拟与实测反射率曲线如图 5a 所示，设计与实

测反射率的 EAB 分别为 6.43 GHz 与 5.69 GHz；对于

厚度为 4.08 mm 的复合材料，当 F1 层为 1.70 mm、

F2 层为 2.38 mm 时，设计 EAB 为 11.38 GHz，实测

EAB 为 9.97 GHz，设计与实测反射率曲线相吻合。

综上，利用不同电磁特性的功能层复合设计能够实现

不同对应厚度下的优异吸波性能，在微波吸收领域具

有广阔的应用前景。3 种不同厚度微波吸收复合材料

的面密度见表 2 所示。 

 

 
 

图 5  厚度为（a）3.06 mm；（b）4.08 mm 的微波吸收复合材料反射率设计与实测结果 
Fig.5 Designed and measured reflection of microwave  

absorbing composites for thickness of  
3.06 mm (a) and 4.08 mm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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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厚度微波吸收复合材料面密度 
Tab.2 Surface density of microwave absorbing composite  

materials with different thicknesses 

厚度/mm 面密度/(kgꞏm–2) 

2.04 5.5 

3.06 8.3 

4.08 11.0 

 

2.3  石英纤维增强环氧树脂基微波吸收复
合材料的宽带拓展设计与验证 

为了进一步提升石英纤维增强环氧树脂基复合
材料的微波吸收性能，拟引入电磁超表面，利用其对
电磁谐振的增强作用扩展 EAB。针对超表面对微波
吸收材料的带宽扩展作用，已有诸多研究报道，然而
研究结果往往表现出带宽拓展效果差[38-41]，或超表面
单元裸露于微波吸收材料的顶层[38-39,41]，不利于实际
工程化应用。针对上述现象，本文拟设计超表面位于
功能层界面中间位置的结构微波吸收复合材料，如图
6 所示，电磁超表面单元采用圆形金属贴片单元结构，
将其放置于 F1 与 F2 界面位置，通过调节超表面单元
的周期（p）与圆形金属贴片单元的直径（d）来优化
整体结构的微波吸收性能。 

 

 
 

图 6  （a）电磁超表面单元；（b）电磁超表面； 

（c）加载超表面后的微波吸收复合材料结构 
Fig.6 Eletronmagnetic metasurface unit (a);  

eletronmagnetic metasurface (b); microwave  
absorbing composites with metasurface (c) 

 

针对不同厚度的复合材料分别进行单元参数优化，
优化后的超表面单元参数见表 3，对应优化后的微波吸
收复合材料电性能如图 7 所示。由图 7 可知，加载超表
面后的不同厚度微波吸收复合材料的 EAB 均得到有效
拓展，其中厚度为 3.06 mm 的微波吸收复合材料的 EAB 

表 3  电磁超表面单元结构参数信息表 
Tab.3 Structural parameter information  

               sheet of metasurface           mm 

复合材料厚度 单元周期 贴片直径 

2.04 7.00 2.80 

3.06 5.00 3.00 

4.08 15.00 6.00 

 

提升最明显，由 6.43 GHz 拓展到 12.81 GHz。 

利用等效媒质理论对微波吸收材料的阻抗匹配

情况进行分析，加载超表面前后的输入阻抗（ inZ ）[42]

计算公式为： 

( )
( )

2 2

21

in 2 2

21

11

11

1

1

S
Z

S

S

S

-
=

-

+

-
 (1) 

式中：Zin 为输入阻抗；S11 为反射系数，S21 为传
输系数，均通过仿真计算得到。厚度为 3.06 mm 的微
波吸收复合材料加载超表面前后的归一化输入阻抗
实部（Re(Zin)）与虚部（Im(Zin)）分别如图 8a 与图
8b 所示，加载超表面之后，Re(Zin)在 6.53~10.26 GHz
偏离自由空间的本征阻抗实部（Re(Z0)=1)，在其余频
率范围均更加接近 1， Im(Zin)在 4.62~8.56 GHz、
10.2~11.96 GHz 与 16.65~18 GHz 偏离自由空间本征
阻抗虚部（Im(Z0)=0），在其余频率范围均更加接近 0，
由传输线理论可得反射系数计算公式为： 

in
11

in

Z Z
S

Z Z




=
-
+                      (2) 

由式（2）可知，Zin 与 Z0 越接近，反射系数 S11

越小。整体而言，超表面的加载改善了微波吸收复合
材料与自由空间的阻抗匹配，使其在 1~18 GHz 宽频
范围内更加接近自由空间阻抗，从而有利于阻抗匹配
与微波吸收性能的提升。 

为了进一步阐明超表面对微波吸收的带宽拓宽
机制，模拟仿真了加载超表面前后的典型频点的电
场、磁场、表面电流及功率损耗密度分布，其中厚度
为 3.06 mm 的微波吸收复合材料在典型频点 14.2 GHz

下的相关分布示意图见图 9 所示。图 9a 显示，未加
载超表面复合材料的电场主要分布在顶层，2 种功能 

 

 
 

图 7  不同厚度复合材料加载超表面前后的反射率设计曲线 
Fig.7 Designed reflection before and after loading metasurface for  

composites with different thickn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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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厚度为 3.06 mm 复合材料加载超表面前后的 Re(Zin)与 Im(Zin)曲线 
Fig.8 Cueves of Re(Zin) and Im(Zin) before and after loading  

metasurface for composite with a thickness of 3.06 mm 

 

 
 

图 9  厚度为 3.06 mm 复合材料在 14.2 GHz 处加载 

超表面前后的相关分布示意图 
Fig.9 Related distribution of composite with a thickness of 3.06 mm  

before and after loading metasurface at 14.2 G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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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界面电场强度较低；图 9b 表明加载超表面后，

整体电场强度明显增加，电场强度最大值出现在超表

面圆形金属单元部位，且呈现两端分布式，这种分布方

式有利于产生较强的电谐振。图 9c 显示未加载超表面

复合材料的磁场整体分布较均匀且在靠近底层下表面

处磁场强度最高；加载超表面后，整体磁场强度得到明

显增加（图 9d），且强度分布发生变化，最高磁场强度

位置在超表面单元附近。图 9e 与图 9f 中表面电流分布

显示加载超表面后的表面电流强度明显增大，最大位置

由底层变为沿超表面单元呈现圆形分布，且单元处电流

与底层电流分布呈现环流特征，环流出现会产生明显的

磁谐振。由上述分析可知，加载超表面后，复合材料的

电场、磁场及表面电流强度均得到明显提升，且聚集位

置及分布状态发生明显变化，最大值均在超表面单元位

置处出现，电磁谐振得到了明显增强，使得电磁波能量

被束缚在复合材料内部，进而通过功能层与超表面的

电磁损耗作用实现电磁能量耗散，从而促进了微波吸

收性能的提升及带宽的增加。功率损耗分布显示，相

比于未加载超表面复合材料的整体较均衡的功率损

耗分布（图 9g），加载超表面后（图 9h）的损耗强度

呈现数量级增加，且最大损耗出现在超表面单元附

近，进一步证实了电磁谐振作用的增强效果。 

为了验证上述超表面加载对带宽拓展设计的可

靠性，对厚度为 3.06 mm 的复合材料加载超表面后的

吸收性能进行实测验证，超表面及加载超表面的复合

材料实物图分别如图 10a 与图 10b 所示，测试验证结

果如图 10c 所示，实测 EAB 为 10.34 GHz，与设计在

整体趋势上保持较强的一致性，从而证实了复合超表

面单元拓展带宽的可行性。 

2.4  石英纤维增强环氧树脂基微波吸收复

合材料的力学性能 

结构微波吸收复合材料由多种不同功能层按照

设计制备而成，功能层之间、功能层与金属超表面之

间均存在一定的界面，为探究界面存在对复合材料力学

性能的影响，探究了加载超表面前后厚度为 3.06 mm 复

合材料的弯曲与层间剪切性能，测试结果见表 4 所

示。由表 4 可知，微波吸收复合材料加载超表面前后

的弯曲强度分别为 652 MPa 与 645 MPa，层间剪切强

度分别为 66 MPa 与 64 MPa，力学强度保持率高于

96%，加载超表面后复合材料弯曲与层间剪切的最大

载荷（Fmax）与未加载超表面复合材料的相当。上述

结果表明，加载超表面的微波吸收复合材料力学性能

保持率较高，性能没有明显降低。 

 

 
 

图 10  电磁超表面实物图（a）；厚度为 3.06 mm 的加载超表面微波 

吸收复合材料实物图（b）；对应的反射率设计与实测结果（c） 
Fig.10 Photograph of electromagnetic metasurface (a); photograph of the microwave  

absorbing composite loading metasurface with a thickness of 3.06 mm (b);  
corresponding results of designed and measured reflection (c)  

 
表 4  加载超表面前后复合材料力学性能 
Tab.4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composites  

before and after loading metasurface 

测试项目 
未加载超表面 

复合材料 

加载超表面

复合材料 

弯曲强度/MPa 652 645 

弯曲 Fmax/N 451 446 

层间剪切强度/MPa 66 64 

层间剪切 Fmax/N 1 616 1 581 

3  结语 

以石英纤维 QW280 为增强纤维，环氧树脂

AC524 为基体，金属微粉 XH 与 JH 为吸收剂，分别

设计制备了 F1 与 F2 石英纤维增强环氧树脂基功能

层，其中 F1 功能层具有良好的阻抗匹配与高频谐振

特性，F2 功能层具有强损耗与低频谐振特性，将 F1

和 F2 分别作为阻抗匹配层与损耗层进行微波吸收复

合材料的设计。利用 F1 与 F2 功能层复合设计出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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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04 mm，具有宽带微波吸收特性的石英纤维增强环

氧树脂基复合材料，其设计与实测 EAB 分别为 8.15 GHz

与 7.07 GHz，且具有优异的电性能批次稳定性；设计

与制备的厚度分别为 3.06 mm与 4.08 mm的复合材料

也具有良好的宽带微波吸收性能，实测 EAB 分别为

5.69 GHz 与 9.97 GHz。电磁超表面的引入可以改善

复合材料在宽频范围内的阻抗匹配，且其谐振增强作

用可以进一步提升石英纤维增强环氧树脂复合材料

的微波吸收性能，其中厚度为 3.06 mm 的复合材料加

载超表面后，实测 EAB 由原来的 5.69 GHz 拓展到

10.34 GHz，且实测反射率曲线变化趋势与设计结果

具有一致性；加载超表面后复合材料的力学强度保持

率较高，力学性能无明显降低。 

上述结果表明，将传统材料的微波吸收机制与电

磁超表面的阻抗匹配改善和谐振增强作用机制相结

合可以进一步提升传统材料的微波吸收作用，并可在

较低厚度下实现优异微波吸收效果与良好承载性能，

这为后续“薄、轻、宽、强”微波吸收材料的设计提供

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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