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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第五代行動通訊(5G)系統與雷達感測系統(Radar Sensor)的發展與應用日趨重要，本地振盪訊號
(LO)頻率逐漸由sub-6GHz頻率朝毫米波(mmW)頻帶邁進，因此mmW LO設計顯得格外重要。

 LO主要由鎖相迴路(Phase-locked Loops, PLL)架構所組成，利用低雜訊晶體振盪器的低頻率訊(REF)
，經由PLL內的除頻器(N)，倍頻至高頻率訊號，若要支援多頻帶切換頻率的需求，除頻器需要支援
多除數的切換，此PLL架構又稱之為頻率合成器，也就是目前所使用的LO訊號。

 現今市售頻率合成器晶片規格，皆以壓控振盪器(VCO)產生核心基頻，再利用內建倍頻電路將頻率
加倍至Ku-band(12-18GHz)，若要符合5G NR的28GHz頻帶，則再需要外接倍頻器將頻率提升至Ka-
band(27-40GHz)的RF頻帶。

 市售PLL晶片除了提供模組驗證外，還提供免費軟體工具給使用者驗證不同核心VCO的相位雜訊效
能與系統穩定度分析。

本次演講主題主要分為幾個重點：

• PLL原理與系統穩定度介紹

• mmW PLL的電路架構與方塊圖

• 現今PLL產品介紹與功能解說

• LO訊號的相位雜訊介紹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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