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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频天线及具有该多频天线的无线通信装

置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多频天线，包括主天线、寄

生天线及切换电路，所述主天线包括辐射部、馈

入部、接地部及连接至辐射部及接地部的接地延

伸路径；所述馈入部用于馈入电流信号；所述接

地部用于为多频天线提供接地；所述切换电路电

性连接至所述接地延伸路径，用于切换不同的匹

配电路至接地延伸路径，以改变多频天线的低频

谐振频率；所述寄生天线与主天线间隔设置并耦

合至所述主天线，用于激发高频谐振模态。所述

多频天线具有较宽的频宽。本发明还涉及一种具

有所述多频天线的无线通信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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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频天线，包括主天线，其特征在于：该多频天线还包括寄生天线及切换电路，

所述主天线包括辐射部、馈入部、接地部及连接至辐射部及接地部的接地延伸路径；所述馈

入部用于馈入电流信号；所述接地部用于为多频天线提供接地；所述切换电路电性连接至

所述接地延伸路径，用于切换不同的匹配电路至接地延伸路径，以改变多频天线的低频谐

振频率；所述寄生天线与主天线间隔设置并耦合至所述主天线，用于激发高频谐振模态，所

述接地延伸路径呈曲折微带状，其包括均呈带状的第一至第六延伸臂；所述第一延伸臂与

所述馈入部及接地部共面，并平行于馈入部及接地部，所述第一延伸臂连接至所述切换电

路；所述第二至第六延伸臂所在平面垂直于所述第一延伸臂所在平面；所述第二延伸臂及

第四延伸臂由第三延伸臂其中一侧的两端分别垂直延伸而成，且第二延伸臂及第四延伸臂

相互平行；所述第二延伸臂远离第三延伸臂的一端连接至所述辐射部；所述第五延伸臂垂

直连接于第四延伸臂与接地部之间；所述第六延伸臂垂直连接至第三延伸臂的另一侧与第

一延伸臂之间。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频天线，其特征在于：所述主天线还包括公共分支、第一辐射

分支及第二辐射分支，所述公共分支连接至所述馈入部及接地延伸路径，所述第一辐射分

支及第二辐射分支均由公共分支延伸而成，并朝向共同分支的其中一侧延伸而成；所述第

一辐射分支间隔设置于所述接地延伸路径与所述第二辐射分支之间；所述寄生天线邻近所

述主天线设置，并位于所述公共分支的另一侧。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多频天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辐射分支的电气长度大于所述

第二辐射分支的电气长度；所述第一辐射分支用于激发出一低频谐振模态，同时产生该低

频谐振模态的三倍频模态；所述第二辐射分支用于与第一辐射分支耦合并产生一第一高频

谐振模态；所述寄生天线由所述主天线馈电，以与所述主天线耦合产生一第二高频谐振模

态。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多频天线，其特征在于：所述切换电路包括射频开关、至少一个

电容以及至少一个电感；所述射频开关电性连接至所述接地延伸路径、所述至少一个电容

及至少一个电感；所述至少一个电容及至少一个电感均接地处理；所述射频开关用于选择

性地将所述接地延伸路径开路、短路，或者接入不同的电感或电容至所述接地延伸路径。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多频天线，其特征在于：所述公共分支呈带状，其所在平面垂直

于所述馈入部所在平面；所述公共分支一端垂直连接至所述馈入部，另一端连接至第一辐

射分支及第二辐射分支。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多频天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辐射分支为曲折微带线，其包

括第一辐射臂、第二辐射臂及第三辐射臂；所述第一辐射臂一端垂直连接至所述公共分支，

另一端垂直连接于第二辐射臂及第三辐射臂；所述第一辐射臂及第二辐射臂与所述公共分

支共面；所述第三辐射臂连接于所述第二辐射臂，且所述第三辐射臂所在平面垂直于所述

第二辐射臂所在平面。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多频天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辐射分支为曲折微带线，其包

括依次连接而成的第四辐射臂、第五辐射臂及第六辐射臂；所述第四辐射臂大致呈“L”形，

其一端垂直连接至公共分支，另一端朝向所述第一辐射臂垂直延伸形成第五辐射臂；所述

第六辐射臂间隔平行于所述第一辐射臂，且第六辐射臂背离第一辐射臂的一侧的大致中部

位置垂直连接至所述第五辐射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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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多频天线，其特征在于：所述寄生天线呈曲折微带状，其包括依

次连接的第一寄生部、第二寄生部及第三寄生部；所述第一寄生部与所述馈入部及接地部

共面，且与接地部对称设置于馈入部的相对两端；所述第一寄生部用于接地；所述第二寄生

部大致呈曲折微带状，其与所述公共分支共面，并邻近公共分支设置；所述第三寄生部呈曲

折微带状，其与所述第二辐射分支共面，并邻近第二辐射分支设置。

9.一种无线通信装置，包括电路基板，其特征在于：所述无线通信装置还包括如权利要

求1-8任一项所述的多频天线，所述馈入部及接地部均电性连接至所述电路基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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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频天线及具有该多频天线的无线通信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天线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多频天线及具有该多频天线的无线通信

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无线通信技术、信息处理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移

动电话、个人数字助理(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PDA)等便携式无线通信装置竞相涌

现，进入到千家万户，使消费者可随时随地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种种便利，使得这些便携式

无线通信装置已成为现代人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0003] 在这些无线通信装置中，用来发射、接收无线电波以传递、交换无线电信号的天线

装置，无疑是无线通信装置中最重要的组件之一。传统的单频天线装置不能满足人们对多

频段无线通信装置的需求，因此，为了满足用户对多频段无线通信装置的需求，需要采用多

频段天线装置。然而，传统的多频段天线往往频宽不够宽，不易同时满足多种不同频段的通

信系统的要求。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问题，有必要提供一种具有较宽频宽的多频天线。

[0005] 另外，还有必要提供一种具有所述多频天线的无线通信装置。

[0006] 一种多频天线，包括主天线、寄生天线及切换电路，所述主天线包括辐射部、馈入

部、接地部及连接至辐射部及接地部的接地延伸路径；所述馈入部用于馈入电流信号；所述

接地部用于为多频天线提供接地；所述切换电路电性连接至所述接地延伸路径，用于切换

不同的匹配电路至接地延伸路径，以改变多频天线的低频谐振频率；所述寄生天线与主天

线间隔设置并耦合至所述主天线，用于激发高频谐振模态。

[0007] 一种无线通信装置，包括电路基板及多频天线，所述多频天线包括主天线、寄生天

线及切换电路，所述主天线包括辐射部、馈入部、接地部及连接至辐射部及接地部的接地延

伸路径；所述馈入部用于馈入电流信号；所述接地部用于为多频天线提供接地；所述切换电

路电性连接至所述接地延伸路径，用于切换不同的匹配电路至接地延伸路径，以改变多频

天线的低频谐振频率；所述寄生天线与主天线间隔设置并耦合至所述主天线，用于激发高

频谐振模态；所述馈入部及接地部均电性连接至所述电路基板。

[0008] 所述的多频天线通过切换电路切换不同的匹配电路至接地延伸路径，以改变多频

天线的低频谐振频率并增加低频频宽。同时，所述寄生天线与主天线耦合至所述主天线，可

以激发一高频谐振模态，增加了多频天线的高频频宽。

附图说明

[0009] 图1为本发明较佳实施方式的无线通信装置的立体示意图。

[0010] 图2为图1所示无线通信装置在另一视角下的立体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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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图3为图1所示无线通信装置的多频天线的切换电路的电路图。

[0012] 图4为图1所示无线通信装置的多频天线在其切换电路的不同切换状态下的回波

损耗仿真测试图。

[0013] 图5为图1所示无线通信装置的多频天线在其切换电路的不同切换状态下的天线

效率仿真测试图。

[0014] 主要元件符号说明

[0015] 无线通信装置                   100

[0016] 电路基板                       10

[0017] 载体                           30

[0018] 第一表面                       31

[0019] 第二表面                       32

[0020] 第三表面                       33

[0021] 多频天线                       200

[0022] 主天线                         201

[0023] 寄生天线                       202

[0024] 切换电路                       203

[0025] 馈入部                         21

[0026] 接地部                         22

[0027] 辐射部                         23

[0028] 接地延伸路径                   24

[0029] 连接点                         G

[0030] 第一至第六延伸臂               241-246

[0031] 公共分支                       230

[0032] 第一辐射分支                   25

[0033] 第二辐射分支                   26

[0034] 第一辐射臂                     251

[0035] 第二辐射臂                     252

[0036] 第三辐射臂                     253

[0037] 第四辐射臂                     261

[0038] 第五辐射臂                     262

[0039] 第六辐射臂                     263

[0040] 第一寄生部                     2021

[0041] 第二寄生部                     2022

[0042] 第三寄生部                     2023

[0043] 射频开关                       11

[0044] 电容                           C1-Cm

[0045] 电感                           L1-Ln

[0046] 如下具体实施方式将结合上述附图进一步说明本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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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47] 请参阅图1，本发明较佳实施方式的无线通信装置100可以是但不限于手机、平板

电脑。无线通信装置100包括电路基板10、多频天线200及载体30。多频天线200电性连接至

电路基板10并设置于载体30上。多频天线200包括主天线201、寄生天线202及切换电路203

(如图3所示)。主天线201包括馈入部21、接地部22、辐射部23及接地延伸路径24。馈入部21

及接地部22均电性连接至电路基板10，分别用于馈入信号及为天线提供接地。接地延伸路

径24连接至接地部22及辐射部23，接地延伸路径24包括一连接点G。寄生天线202与主天线

201耦合并激发高频谐振模态以增加高频频宽。切换电路203电性连接至连接点G，用于切换

不同的匹配电路至接地延伸路径24，以改变多频天线200的低频谐振模态从而增加多频天

线200的低频频宽。

[0048] 如图1所示，馈入部21及接地部22均呈微带状，二者相邻且平行设置，并位于同一

平面。在本实施方式中，载体30包括第一表面31、平行于第一表面31的第二表面32以及垂直

连接于第一表面31及第二表面32的第三表面33。馈入部21及接地部22均设置于该第一表面

31。在其中一个实施方式中，载体30的高度，即，第一表面31的宽度大致为4毫米(mm)，亦即，

馈入部21及接地部22的长度为4mm。馈入部21与接地部22之间的距离大致为1.5mm。

[0049] 接地延伸路径24呈曲折微带状，其主要设置于载体30的第三表面33上。在本实施

方式中，接地延伸路径24包括均呈带状的第一至第六延伸臂241、242、243、244、245、246。第

一延伸臂241设置于第一表面31，并平行于馈入部21及接地部22设置；接地部22设置于馈入

部21与第一延伸臂241之间。连接点G设置于第一延伸臂241的末端。第二至第六延伸臂242、

243、244、245、246设置于第三表面33上。其中，第二延伸臂242及第四延伸臂244由第三延伸

臂243其中一侧的两端分别垂直延伸而成，且第二延伸臂242及第四延伸臂244相互平行且

间隔设置。第二延伸臂242远离第三延伸臂243的一端连接至辐射部23。第五延伸臂245垂直

连接于第四延伸臂244与接地部22之间。第六延伸臂246垂直连接至第三延伸臂243的另一

侧与第一延伸臂241之间。在其中一个实施方式中，第六延伸臂246与第五延伸臂245之间的

距离大致为23.5mm。可以理解，在其他实施方式中，接地延伸路径24并不限于本实施方式的

第一至第六延伸臂241-246的结构，还可以为其他曲折微带结构。

[0050] 请参阅图2，辐射部23包括公共分支230、第一辐射分支25以及第二辐射分支26。公

共分支230连接至馈入部21及接地延伸路径24。第一辐射分支25及第二辐射分支26均由公

共分支230延伸而成，并朝向公共分支230的其中一侧延伸而成。第一辐射分支25间隔设置

于第二辐射分支26与接地延伸路径24之间，且第一辐射分支25的电气长度长于第二辐射分

支26的电气长度。寄生天线202邻近主天线201设置，并位于所述公共分支230的另一侧。如

此，当馈入部21馈入电流信号后，第一辐射分支25可以激发出一低频谐振模态，同时产生该

低频谐振模态的三倍频模态；而第二辐射分支26可以与第一辐射分支25耦合并产生一第一

高频谐振模态；寄生天线202由主天线201耦合馈点，以与主天线201耦合产生一第二高频谐

振模态。

[0051] 具体地，在本实施方式中，公共分支230呈带状，其设置于第三表面33上。公共分支

230的一端垂直连接于馈入部21，另一端连接至第一辐射分支25及第二辐射分支26；且公共

分支230一侧的大致中部位置垂直连接至接地延伸路径24的第二延伸臂242。

[0052] 第一辐射分支25为曲折微带线，在本实施方式中，其包括第一辐射臂251、第二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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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臂252及第三辐射臂253。第一辐射臂251呈长条状，其一端垂直连接至公共分支230，另一

端垂直连接于第二辐射臂252及第三辐射臂253。第一辐射臂251平行于接地延伸路径24的

第二延伸臂242，在其中一个实施方式中，第一辐射臂251与第二延伸臂242之间的宽度大致

为1.4mm。第二辐射臂252与第一辐射臂251均设置于载体30的第三表面33上，且第二辐射臂

252的宽度大于第一辐射臂251的宽度。在其中一个实施方式中，第二辐射臂252与第一辐射

臂251的总长度大致为45mm。第三辐射臂253位于载体30的第二表面32上，第三辐射臂253的

宽度大于第一辐射臂251的宽度。

[0053] 第二辐射分支26为曲折微带线，其设置于载体30的第二表面32上。在本实施方式

中，第二辐射分支26包括依次连接而成的第四辐射臂261、第五辐射臂262及第六辐射臂

263。第四辐射臂261大致呈“L”形，其一端垂直连接至公共分支230，另一端朝向第一辐射臂

251垂直延伸形成第五辐射臂262。第六辐射臂263间隔平行于第一辐射臂251，且第六辐射

臂263背离第一辐射臂251的一侧的大致中部位置垂直连接至第五辐射臂262。在其中一个

实施方式中，第六辐射臂263的长度大致为13.5mm，第六辐射臂263与第一辐射臂251之间的

距离大致为1mm。通过调节第六辐射臂263的长度，可以微调第一高频谐振模态。

[0054] 请结合参阅图1及图2，寄生天线202呈曲折微带状，且分布于载体30的第一表面

31、第二表面32及第三表面33。在本实施方式中，寄生天线202包括依次连接的第一寄生部

2021、第二寄生部2022及第三寄生部2023。第一寄生部2021呈矩形带状，其设置于载体30的

第一表面31，且与接地部22对称设置于馈入部21的相对两端。第一寄生部2021电性连接至

电路基板10，以通过电路基板10接地。第二寄生部2022大致呈曲折微带状，其设置于第三表

面33上，并邻近公共分支230设置。在本实施方式中，第二寄生部2022大致呈“Z”形。第三寄

生部2023大致呈曲折微带状，其设置于第二表面32上，并邻近第二辐射分支26设置。在本实

施方式中，第三寄生部2023包括第一寄生臂2024及第二寄生臂2025。第一寄生臂2024大致

呈“U”形，第二寄生臂2025大致呈矩形带状，其垂直连接于第二寄生部2022与第一寄生臂

2024之间。在其中一个实施方式中，寄生天线202的总长度大致为33mm。

[0055] 请参阅图3，切换电路203包括射频开关11、至少一个电容以及至少一个电感。射频

开关11电性连接至连接点G、所述至少一个电容及至少一个电感。所述至少一个电容及至少

一个电感均接地处理。射频开关11还直接接地处理。射频开关11用于选择性地将连接点G开

路、短路，或者接入不同的电感或电容至连接点G，以形成不同的匹配电路接入至多频天线

200。在本实施方式中，切换电路203包括n个电感L1-Ln以及m个电容C1-Cm。n个电感L1-Ln具

有不同的电感值。m个电容C1-Cm具有不同的电容值。射频开关11分别通过n个电感L1-Ln以

及m个电容C1-Cm接地处理。如此，通过射频开关11的切换，即可改变连接至连接点G的电容

值及电感值。

[0056] 请参阅图4，曲线N1表示当射频开关11将1pF的电容连接至连接点G时，多频天线

200的回波损耗仿真测试图；曲线N2表示当射频开关11将连接点G开路时，多频天线200的回

波损耗仿真测试图；曲线N3表示当射频开关11将15nH的电感连接至连接点G时，多频天线

200的回波损耗仿真测试图。由图4可看出，当射频开关11将连接点G电性连接至值为1pF的

电容时，第一辐射分支25激发的低频谐振模态谐振于700MHz附近；当射频开关11将连接点G

直接开路时，第一辐射分支25激发的低频谐振模态谐振于750-850MHz附近；当射频开关11

将连接点G连接至值为15nH的电感时，第一辐射分支25激发的低频谐振模态谐振于920MHz

说　明　书 4/5 页

7

CN 105633581 B

7



附近。由此可见，通过切换电路203的切换，可以调节多频天线200在低频的操作频率，从而

增加低频频宽。此外，由图4可看出，无论连接点G是连接至15nH的电感、1pF的电容还是直接

开路，多频天线200均可谐振于1750MHz附近、2350MHz附近以及2650MHz附近。因此，多频天

线200的操作频段可涵盖低频频段704-960MHz以及高频频段1710-2690MHz，具有较宽的低

频频宽及高频频宽。

[0057] 请参阅图5，曲线M1表示当射频开关11将连接点G开路时，多频天线200的天线效率

仿真测试图；曲线M2表示当射频开关11将15nH的电容连接至连接点G时，多频天线200的天

线效率仿真测试图；曲线M3表示当射频开关11将1pF的电容连接至连接点G开路时，多频天

线200的天线效率仿真测试图。由图5可看出，无论连接点G是连接至15nH的电感、1pF的电容

还是直接开路，多频天线200在低频频段704-960MHz的效率均大于-4dB，高频频段1710-

2690MHz的效率均大于-3dB，符合天线设计要求。

[0058] 所述的多频天线200通过切换电路203切换不同的匹配电路至接地延伸路径24，以

改变多频天线200的低频谐振频率并增加低频频宽。同时，所述寄生天线202与主天线201耦

合至所述主天线，可以激发一高频谐振模态，增加了多频天线200的高频频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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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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