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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驱动电路 （!""）⋯⋯⋯⋯⋯⋯⋯⋯⋯⋯⋯⋯⋯⋯⋯⋯⋯⋯⋯⋯⋯⋯⋯⋯⋯⋯⋯

第一节 双极型晶体管（#$%）的驱动电路 （!""）⋯⋯⋯⋯⋯⋯⋯⋯⋯⋯⋯⋯⋯⋯⋯⋯

第二节 &’()*$ 的驱动电路 （!+"）⋯⋯⋯⋯⋯⋯⋯⋯⋯⋯⋯⋯⋯⋯⋯⋯⋯⋯⋯⋯⋯

第三节 ,#-$的驱动电路 （./!）⋯⋯⋯⋯⋯⋯⋯⋯⋯⋯⋯⋯⋯⋯⋯⋯⋯⋯⋯⋯⋯⋯⋯

第五章 开关电源中的变压器和电感器 （.01）⋯⋯⋯⋯⋯⋯⋯⋯⋯⋯⋯⋯⋯⋯⋯⋯⋯⋯

第一节 开关电源对变压器的要求 （.01）⋯⋯⋯⋯⋯⋯⋯⋯⋯⋯⋯⋯⋯⋯⋯⋯⋯⋯⋯

第二节 磁性材料 （.0!）⋯⋯⋯⋯⋯⋯⋯⋯⋯⋯⋯⋯⋯⋯⋯⋯⋯⋯⋯⋯⋯⋯⋯⋯⋯⋯

第三节 高频变压器的设计 （.!.）⋯⋯⋯⋯⋯⋯⋯⋯⋯⋯⋯⋯⋯⋯⋯⋯⋯⋯⋯⋯⋯⋯

第四节 电感器的设计 （."2）⋯⋯⋯⋯⋯⋯⋯⋯⋯⋯⋯⋯⋯⋯⋯⋯⋯⋯⋯⋯⋯⋯⋯⋯

第五节 电流互感器的设计 （.+2）⋯⋯⋯⋯⋯⋯⋯⋯⋯⋯⋯⋯⋯⋯⋯⋯⋯⋯⋯⋯⋯⋯

第六章 单片开关电源 （.+0）⋯⋯⋯⋯⋯⋯⋯⋯⋯⋯⋯⋯⋯⋯⋯⋯⋯⋯⋯⋯⋯⋯⋯⋯⋯

第一节 $’3(45678系列单片开关电源 （.+0）⋯⋯⋯⋯⋯⋯⋯⋯⋯⋯⋯⋯⋯⋯⋯⋯⋯⋯

第二节 $’3(45678—!单片开关电源 （"99）⋯⋯⋯⋯⋯⋯⋯⋯⋯⋯⋯⋯⋯⋯⋯⋯⋯⋯

第三节 $’3(45678—): 单片开关电源 （"9!）⋯⋯⋯⋯⋯⋯⋯⋯⋯⋯⋯⋯⋯⋯⋯⋯⋯

第四节 $’3(45678—#: 系列单片开关电源 （"/9）⋯⋯⋯⋯⋯⋯⋯⋯⋯⋯⋯⋯⋯⋯⋯

第五节 $5;<(45678系列微型单片开关电源 （"==）⋯⋯⋯⋯⋯⋯⋯⋯⋯⋯⋯⋯⋯⋯⋯⋯

第六节 $5;<(45678—!系列微型单片开关电源 （"=+）⋯⋯⋯⋯⋯⋯⋯⋯⋯⋯⋯⋯⋯⋯

第七节 &>===.9 系列单片开关电源 （"0"）⋯⋯⋯⋯⋯⋯⋯⋯⋯⋯⋯⋯⋯⋯⋯⋯⋯⋯

第七章 模块电源 （"11）⋯⋯⋯⋯⋯⋯⋯⋯⋯⋯⋯⋯⋯⋯⋯⋯⋯⋯⋯⋯⋯⋯⋯⋯⋯⋯⋯

第一节 ?> @ ?> 功率变换模块 （"11）⋯⋯⋯⋯⋯⋯⋯⋯⋯⋯⋯⋯⋯⋯⋯⋯⋯⋯⋯⋯

第二节 A> @ ?>功率变换模块 （""!）⋯⋯⋯⋯⋯⋯⋯⋯⋯⋯⋯⋯⋯⋯⋯⋯⋯⋯⋯⋯⋯

第三节 电磁干扰滤波模块 （+21）⋯⋯⋯⋯⋯⋯⋯⋯⋯⋯⋯⋯⋯⋯⋯⋯⋯⋯⋯⋯⋯⋯

第八章 开关稳压电源的优化设计 （+2+）⋯⋯⋯⋯⋯⋯⋯⋯⋯⋯⋯⋯⋯⋯⋯⋯⋯⋯⋯⋯

第一节 中、小功率开关稳压电源的设计 （+2+）⋯⋯⋯⋯⋯⋯⋯⋯⋯⋯⋯⋯⋯⋯⋯⋯

第二节 $’3(45678 单片开关电源的设计 （+/"）⋯⋯⋯⋯⋯⋯⋯⋯⋯⋯⋯⋯⋯⋯⋯⋯

第三节 系统电源设计与模块电源的应用 （+0.）⋯⋯⋯⋯⋯⋯⋯⋯⋯⋯⋯⋯⋯⋯⋯⋯

第九章 开关电源的电磁兼容性优化设计 （+.2）⋯⋯⋯⋯⋯⋯⋯⋯⋯⋯⋯⋯⋯⋯⋯⋯⋯

第一节 开关电源的电磁兼容性 （+.2）⋯⋯⋯⋯⋯⋯⋯⋯⋯⋯⋯⋯⋯⋯⋯⋯⋯⋯⋯⋯

第二节 开关电源的*&>设计 （+.+）⋯⋯⋯⋯⋯⋯⋯⋯⋯⋯⋯⋯⋯⋯⋯⋯⋯⋯⋯⋯⋯

第三节 开关电源的*&>测试 （+"!）⋯⋯⋯⋯⋯⋯⋯⋯⋯⋯⋯⋯⋯⋯⋯⋯⋯⋯⋯⋯⋯

第十章 开关电源的可靠性预测和可靠性设计 （++/）⋯⋯⋯⋯⋯⋯⋯⋯⋯⋯⋯⋯⋯⋯⋯

第一节 可靠性概述 （++/）⋯⋯⋯⋯⋯⋯⋯⋯⋯⋯⋯⋯⋯⋯⋯⋯⋯⋯⋯⋯⋯⋯⋯⋯⋯

第二节 可靠性预测 （++=）⋯⋯⋯⋯⋯⋯⋯⋯⋯⋯⋯⋯⋯⋯⋯⋯⋯⋯⋯⋯⋯⋯⋯⋯⋯

第三节 电子元器件的选用和控制 （2920）⋯⋯⋯⋯⋯⋯⋯⋯⋯⋯⋯⋯⋯⋯⋯⋯⋯⋯

第四节 优选电路和边缘性能设计 （2901）⋯⋯⋯⋯⋯⋯⋯⋯⋯⋯⋯⋯⋯⋯⋯⋯⋯⋯

第五节 过应力防护设计 （291=）⋯⋯⋯⋯⋯⋯⋯⋯⋯⋯⋯⋯⋯⋯⋯⋯⋯⋯⋯⋯⋯⋯

第六节 三防设计 （2911）⋯⋯⋯⋯⋯⋯⋯⋯⋯⋯⋯⋯⋯⋯⋯⋯⋯⋯⋯⋯⋯⋯⋯⋯⋯

!



第十一章 开关电源的散热设计 （!"#$）⋯⋯⋯⋯⋯⋯⋯⋯⋯⋯⋯⋯⋯⋯⋯⋯⋯⋯⋯⋯

第一节 概 述 （!"#$）⋯⋯⋯⋯⋯⋯⋯⋯⋯⋯⋯⋯⋯⋯⋯⋯⋯⋯⋯⋯⋯⋯⋯⋯⋯⋯

第二节 热流动方式 （!"#%）⋯⋯⋯⋯⋯⋯⋯⋯⋯⋯⋯⋯⋯⋯⋯⋯⋯⋯⋯⋯⋯⋯⋯⋯

第三节 传导散热 （!"&"）⋯⋯⋯⋯⋯⋯⋯⋯⋯⋯⋯⋯⋯⋯⋯⋯⋯⋯⋯⋯⋯⋯⋯⋯⋯

第四节 辐射散热 （!"&$）⋯⋯⋯⋯⋯⋯⋯⋯⋯⋯⋯⋯⋯⋯⋯⋯⋯⋯⋯⋯⋯⋯⋯⋯⋯

第五节 对流散热 （!"’(）⋯⋯⋯⋯⋯⋯⋯⋯⋯⋯⋯⋯⋯⋯⋯⋯⋯⋯⋯⋯⋯⋯⋯⋯⋯

第六节 强制风冷散热 （!"$"）⋯⋯⋯⋯⋯⋯⋯⋯⋯⋯⋯⋯⋯⋯⋯⋯⋯⋯⋯⋯⋯⋯⋯

第七节 强气流风冷散热系数的计算 （!"$)）⋯⋯⋯⋯⋯⋯⋯⋯⋯⋯⋯⋯⋯⋯⋯⋯⋯

第八节 机箱的热设计 （!"$#）⋯⋯⋯⋯⋯⋯⋯⋯⋯⋯⋯⋯⋯⋯⋯⋯⋯⋯⋯⋯⋯⋯⋯

第九节 大机柜的散热设计 （!"%"）⋯⋯⋯⋯⋯⋯⋯⋯⋯⋯⋯⋯⋯⋯⋯⋯⋯⋯⋯⋯⋯

第十节 强制水冷散热 （!"%)）⋯⋯⋯⋯⋯⋯⋯⋯⋯⋯⋯⋯⋯⋯⋯⋯⋯⋯⋯⋯⋯⋯⋯

第十一节 热 容 （!"%$）⋯⋯⋯⋯⋯⋯⋯⋯⋯⋯⋯⋯⋯⋯⋯⋯⋯⋯⋯⋯⋯⋯⋯⋯⋯

第十二节 热设计程序 （!!""）⋯⋯⋯⋯⋯⋯⋯⋯⋯⋯⋯⋯⋯⋯⋯⋯⋯⋯⋯⋯⋯⋯⋯

第五篇 新型高频开关电源实例详解

第一章 *+, 高频有源功率因数校正技术 （!!"#）⋯⋯⋯⋯⋯⋯⋯⋯⋯⋯⋯⋯⋯⋯⋯⋯

第一节 谐波电流污染的发生与两大危害 （!!"#）⋯⋯⋯⋯⋯⋯⋯⋯⋯⋯⋯⋯⋯⋯⋯

第二节 功率因数校正（*+,）技术的原理与分类概况 （!!"$）⋯⋯⋯⋯⋯⋯⋯⋯⋯⋯⋯

第三节 高频有源功率因数校正技术的两种基本控制方法 （!!!"）⋯⋯⋯⋯⋯⋯⋯⋯

第四节 复合*+, - *./ 控制器 0, 共用一个振荡器，明显减小高频干扰 （!!!1）⋯⋯⋯

第五节 形象比喻功率因数校正器（*+,）是一个平稳的预储能开关 （!!("）⋯⋯⋯⋯⋯

第二章 ,/&$"#、,/&%") - 1 复合*+, - *./特性；具有“0,23”输入电流整形技术的前沿调

制 *+, 控制电路 （!!(#）⋯⋯⋯⋯⋯⋯⋯⋯⋯⋯⋯⋯⋯⋯⋯⋯⋯⋯⋯⋯⋯⋯⋯⋯⋯⋯⋯

第一节 ,/&$#、,/&%") - 1 的功能框图、引脚安排、电气参数、应用电路 （!!(#）⋯⋯⋯

第二节 用 ,/&$"# 制作 %". 笔记本电脑稳压电源实用电路与试验数据 （!!)#）⋯⋯

第三节 输入电流整形技术（0,23）原理、斜坡补偿对前沿调制和后沿调制的作用

（!!11）

⋯⋯

⋯⋯⋯⋯⋯⋯⋯⋯⋯⋯⋯⋯⋯⋯⋯⋯⋯⋯⋯⋯⋯⋯⋯⋯⋯⋯⋯⋯⋯⋯⋯⋯⋯

第四节 ,/&%") 与/41$") 瞬态响应的测量比较 （!!##）⋯⋯⋯⋯⋯⋯⋯⋯⋯⋯⋯⋯

第五节 ,/&#")51 单路输出*+,控制脉冲（带*./同步时钟） （!!#&）⋯⋯⋯⋯⋯⋯⋯

第三章 用,/&$"" - "! 制作 )"" 6 $"". 高功率因数的开关稳压电源 （!!#%）⋯⋯⋯⋯⋯

第一节 ,/&$"" - "! 功能概况、引脚安排、电气参数 （!!#%）⋯⋯⋯⋯⋯⋯⋯⋯⋯⋯⋯

第二节 用,/&$"" 制作 )"".、#"". 两种高功率因数开关电源的几个实用电路图

（!!&&）

⋯

⋯⋯⋯⋯⋯⋯⋯⋯⋯⋯⋯⋯⋯⋯⋯⋯⋯⋯⋯⋯⋯⋯⋯⋯⋯⋯⋯⋯⋯⋯⋯⋯⋯

第三节 ,/&$"" - "! - "( - (1 的增益调制、电压环路、电流环路设计要点 （!!’)）⋯⋯⋯

第四节 ,/&$"(、,/&%"( 定时波形、空载频率跳变控制 （!!’’）⋯⋯⋯⋯⋯⋯⋯⋯⋯⋯

第五节 单路输出 *+, 控制脉冲的 ,/&#"" - "! - "( （!!’%）⋯⋯⋯⋯⋯⋯⋯⋯⋯⋯⋯⋯

’



第四章 能直观灵敏、精确地测量打印出电源电网输入电流波形，真实反映功率因数校

正结果的“三合一”简捷方法 （!!"#）⋯⋯⋯⋯⋯⋯⋯⋯⋯⋯⋯⋯⋯⋯⋯⋯⋯⋯⋯⋯⋯

第一节 高分辨力 $%&"!! 智能电量测量仪的使用特点 （!!"#）⋯⋯⋯⋯⋯⋯⋯⋯⋯⋯

第二节 测量打印 ’(#) * !#+ 电源在四种负载时的电流电压波形、频谱特性和谐波数

值 （!!",）⋯⋯⋯⋯⋯⋯⋯⋯⋯⋯⋯⋯⋯⋯⋯⋯⋯⋯⋯⋯⋯⋯⋯⋯⋯⋯⋯⋯⋯⋯⋯⋯

第三节 测量打印 -") * ,#+ 电源四种不同负载时的输入电流电压波形、频谱特性和谐

波数值 （!!&.）⋯⋯⋯⋯⋯⋯⋯⋯⋯⋯⋯⋯⋯⋯⋯⋯⋯⋯⋯⋯⋯⋯⋯⋯⋯⋯⋯⋯⋯⋯

第五章 /01’&## 同步整流控制器新品用于正激变换器输出低压大电流的开关电源

（!.#!）

⋯

⋯⋯⋯⋯⋯⋯⋯⋯⋯⋯⋯⋯⋯⋯⋯⋯⋯⋯⋯⋯⋯⋯⋯⋯⋯⋯⋯⋯⋯⋯⋯⋯⋯

第一节 /01’&## 用于正激变换器副边同步整流控制电路简况 （!.#!）⋯⋯⋯⋯⋯⋯

第二节 /01’&## 电路设计特点、外部234%50保护、定时器电路 （!.#(）⋯⋯⋯⋯⋯⋯

第三节 /01’&## 的电流传感器、同步信号输入电路、!11调节器 （!.#&）⋯⋯⋯⋯⋯⋯

第四节 /01’&## 用于输出 ’6’7-#+ 开关电源的应用电路 （!.!.）⋯⋯⋯⋯⋯⋯⋯⋯⋯

第六章 用同步整流控制器 4048’ 大幅提高反激变换器电源整机效率 （!.!,）⋯⋯⋯⋯

第一节 4048’ 反激变换器副边同步整流智能控制电路简况 （!.!,）⋯⋯⋯⋯⋯⋯⋯

第二节 4048’ 各单元电路的分析 （!.!&）⋯⋯⋯⋯⋯⋯⋯⋯⋯⋯⋯⋯⋯⋯⋯⋯⋯⋯

第三节 4048’ 典型应用电路、元器件清单、印制板布局 （!.."）⋯⋯⋯⋯⋯⋯⋯⋯⋯

第四节 用 4048’ 电路板简便替换原反激电源副边整流二极管示意图 （!.’’）⋯⋯⋯

第五节 4048’ 的电气参数、极限值、特性曲线 （!.’’）⋯⋯⋯⋯⋯⋯⋯⋯⋯⋯⋯⋯⋯

第七章 /01’&#! 同步整流控制器用于推挽变换器和全桥变换器开关电源 （!.’&）⋯⋯

第一节 /01’&#! 同步整流控制器特性与应用简介 （!.’&）⋯⋯⋯⋯⋯⋯⋯⋯⋯⋯⋯

第二节 /01’&#! 电路设计分析 （!.--）⋯⋯⋯⋯⋯⋯⋯⋯⋯⋯⋯⋯⋯⋯⋯⋯⋯⋯⋯

第三节 /01’&#! 电气特性曲线 （!.(!）⋯⋯⋯⋯⋯⋯⋯⋯⋯⋯⋯⋯⋯⋯⋯⋯⋯⋯⋯

第四节 同步整流管的损耗分析 （!.(-）⋯⋯⋯⋯⋯⋯⋯⋯⋯⋯⋯⋯⋯⋯⋯⋯⋯⋯⋯

第八章 实体解剖、全面测量两种 ’(##9 高档大功率开关电源：直流输出 -") * ,#+ 和

’(#)7!#+ （!.(&）⋯⋯⋯⋯⋯⋯⋯⋯⋯⋯⋯⋯⋯⋯⋯⋯⋯⋯⋯⋯⋯⋯⋯⋯⋯⋯⋯⋯⋯⋯

第一节 实体解剖两种 ’(##9 高档开关电源；绘制印制板铜箔、焊点走线电路图

（!.(&）

⋯⋯

⋯⋯⋯⋯⋯⋯⋯⋯⋯⋯⋯⋯⋯⋯⋯⋯⋯⋯⋯⋯⋯⋯⋯⋯⋯⋯⋯⋯⋯⋯⋯⋯⋯

第二节 用 $%&"!! 智能电量测量仪、配合联想电脑实测打印出多台 ’(##9 电源各项数

据 （!.:&）⋯⋯⋯⋯⋯⋯⋯⋯⋯⋯⋯⋯⋯⋯⋯⋯⋯⋯⋯⋯⋯⋯⋯⋯⋯⋯⋯⋯⋯⋯⋯⋯

第三节 测量记录两种 ’(##9 电源单机在多种负载时的数据 （!."’）⋯⋯⋯⋯⋯⋯⋯

第四节 奇特的高密度、高功率因数控制板，" 只 ;1、上百个贴片元件组合使 $%!
#6&&&( （!.""）⋯⋯⋯⋯⋯⋯⋯⋯⋯⋯⋯⋯⋯⋯⋯⋯⋯⋯⋯⋯⋯⋯⋯⋯⋯⋯⋯⋯⋯⋯

第五节 两种 ’(##9 电源不同的全桥变换器控制板贴片元器件拆解及等效电路初拟

（!.&’）⋯⋯⋯⋯⋯⋯⋯⋯⋯⋯⋯⋯⋯⋯⋯⋯⋯⋯⋯⋯⋯⋯⋯⋯⋯⋯⋯⋯⋯⋯⋯⋯⋯

第九章 实体解剖两种 :###9 高档开关电源，自制成功多块 $%1 控制板的技术价值

（!.&&）

⋯

⋯⋯⋯⋯⋯⋯⋯⋯⋯⋯⋯⋯⋯⋯⋯⋯⋯⋯⋯⋯⋯⋯⋯⋯⋯⋯⋯⋯⋯⋯⋯⋯⋯

"



第一节 两种 !"""# 电源的改进概况，拆解 $%"&’()* 电源主板绘图、全桥控制板新图

（(+,,）⋯⋯⋯⋯⋯⋯⋯⋯⋯⋯⋯⋯⋯⋯⋯⋯⋯⋯⋯⋯⋯⋯⋯⋯⋯⋯⋯⋯⋯⋯⋯⋯⋯

第二节 基本相同的-./控制板电路设计，在 !"""# 电源改进了贴片元件的双夹层铜

箔走线设计有较大变化 （($"%）⋯⋯⋯⋯⋯⋯⋯⋯⋯⋯⋯⋯⋯⋯⋯⋯⋯⋯⋯⋯⋯⋯⋯

第三节 两种 !"""# 电源 ! 只012.34紧固螺孔专用功率开关管转接电路印制板图

（($"5）⋯⋯⋯⋯⋯⋯⋯⋯⋯⋯⋯⋯⋯⋯⋯⋯⋯⋯⋯⋯⋯⋯⋯⋯⋯⋯⋯⋯⋯⋯⋯⋯⋯

第四节 $%"& 6 ()* 电源主板上新增加/-7数字信号处理监控板 （($((）⋯⋯⋯⋯⋯⋯

第五节 8 (%& 稳压电源、-./控制板、开关电源全桥变换器控制电路图 （($(%）⋯⋯⋯

第六节 自制成功多块分立元器件-./控制板：完成单面接线试验，实现低成本、高性

能、国产化的技术价值（调正掌握关键电路参数，与贴片阻容值有差异） （($(!）⋯⋯⋯

第七节 $%"& 电源的副边整流有源钳位电路 （($(5）⋯⋯⋯⋯⋯⋯⋯⋯⋯⋯⋯⋯⋯⋯

第八节 !"""# 电源用214 9 ++) 封装四螺孔连线012.34：.*%)2*%" :/ （($+$）⋯⋯⋯

第九节 三相电网输入整流桥模块：&&;<"（两端受控） （($+,）⋯⋯⋯⋯⋯⋯⋯⋯⋯⋯

第十章 $=#、!=# 电源用高速>?@4、四螺孔接线封装012.34、单相受控整流桥、精密电

流传感器、高性能驱动器>/ （($$(）⋯⋯⋯⋯⋯⋯⋯⋯⋯⋯⋯⋯⋯⋯⋯⋯⋯⋯⋯⋯⋯⋯⋯

第一节 !"""# 电源用两种高频、高压、大电流>?@4厚型模块新品 （($$(）⋯⋯⋯⋯⋯

第二节 -<+% 型 (+""& 6 <"* 单相电网整流器受控桥 （($$%）⋯⋯⋯⋯⋯⋯⋯⋯⋯⋯⋯

第三节 几种>A;2公司四螺孔接线、214 9 ++)@ 封装012.34功率模块 （($$5）⋯⋯⋯

第四节 0>/<<+(’<<++ 高性能 5 引脚>/驱动器：峰值输出 ,* 的低端012.34驱动器

（($<%）

⋯

⋯⋯⋯⋯⋯⋯⋯⋯⋯⋯⋯⋯⋯⋯⋯⋯⋯⋯⋯⋯⋯⋯⋯⋯⋯⋯⋯⋯⋯⋯⋯⋯⋯

第五节 0>/<<+" 6 <<+, 高性能 5 引脚012.34驱动器（峰值输出 !*） （($%+）⋯⋯⋯⋯

第六节 :30“莱姆”（瑞士）高精度电流传感器 （($%)）⋯⋯⋯⋯⋯⋯⋯⋯⋯⋯⋯⋯⋯

第七节 三种>A;2公司功率开关管>?@4模块 （($!$）⋯⋯⋯⋯⋯⋯⋯⋯⋯⋯⋯⋯⋯⋯

第十一章 制作简化的 +"#、<"# 反激式开关电源，主变压器绕制，实测多组高压脉冲波

形 （($!,）⋯⋯⋯⋯⋯⋯⋯⋯⋯⋯⋯⋯⋯⋯⋯⋯⋯⋯⋯⋯⋯⋯⋯⋯⋯⋯⋯⋯⋯⋯⋯⋯⋯

第一节 单端反激式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与连续、非连续工作状态 （($!,）⋯⋯⋯⋯⋯

第二节 用 3>+5、41-+"+ 制作 +"# 反激式开关电源的试验数据、实测波形、主变压器

绕制详解 （($5"）⋯⋯⋯⋯⋯⋯⋯⋯⋯⋯⋯⋯⋯⋯⋯⋯⋯⋯⋯⋯⋯⋯⋯⋯⋯⋯⋯⋯⋯

第三节 用 -B+! 6 +%、41-+"+ 制作 <"# 反激式电源的试验数据、实测波形 （($,(）⋯⋯

第十二章 242C+ 同步整流与同步续流控制器在正激变换器的应用电路分析 （(<"+）⋯

第一节 242C+ 正激变换器副边同步整流与同步续流智能控制器简况 （(<"+）⋯⋯⋯

第二节 242C+- 的各单元电路分析 （(<"<）⋯⋯⋯⋯⋯⋯⋯⋯⋯⋯⋯⋯⋯⋯⋯⋯⋯⋯

第三节 242C+- 的典型应用电路、印制板图、简便替换方法 （(<(<）⋯⋯⋯⋯⋯⋯⋯⋯

第十三章 :4/$)++ 同步双模式移相全桥控制器设计特点：提供自适应 D&2 延迟导通，显

著减少占空比丢失 （(<(,）⋯⋯⋯⋯⋯⋯⋯⋯⋯⋯⋯⋯⋯⋯⋯⋯⋯⋯⋯⋯⋯⋯⋯⋯⋯⋯

第一节 :4/$)++ 全桥控制器功能特性、应用电路、引脚概况 （(<(,）⋯⋯⋯⋯⋯⋯⋯

第二节 :4/$)++ 全桥开关转换特性、< 个工作状态的分析 （(<+%）⋯⋯⋯⋯⋯⋯⋯⋯

,



第三节 !"#$%&& 各单元电路设计与应用要点 （’(&)）⋯⋯⋯⋯⋯⋯⋯⋯⋯⋯⋯⋯⋯

第四节 !"#$%&& 的电气参数与特性曲线 （’((&）⋯⋯⋯⋯⋯⋯⋯⋯⋯⋯⋯⋯⋯⋯⋯

第十四章 全桥变换器移相控制软开关电源一个完整工作周期的 ’& 个过程分析

（’((%）

⋯⋯⋯

⋯⋯⋯⋯⋯⋯⋯⋯⋯⋯⋯⋯⋯⋯⋯⋯⋯⋯⋯⋯⋯⋯⋯⋯⋯⋯⋯⋯⋯⋯⋯⋯⋯

第一节 软开关移相控制全桥变换器的工作原理波形图（两大组群），有独特详细展宽

的原边与副边电流、电压波形相位关系 （’((%）⋯⋯⋯⋯⋯⋯⋯⋯⋯⋯⋯⋯⋯⋯⋯⋯⋯

第二节 一个完整开关周期中正半周的 * 个工作过程详细分析 （’(+’）⋯⋯⋯⋯⋯⋯

第三节 一个完整开关周期中负半周的 * 个工作过程详细分析 （’(+*）⋯⋯⋯⋯⋯⋯

第四节 试制移相控制全桥变换器软开关稳压电源的体会 （’(+)）⋯⋯⋯⋯⋯⋯⋯⋯

第五节 ,#$-%+ 全桥软开关电源移相谐振控制器的电气参数 （’(*&）⋯⋯⋯⋯⋯⋯⋯

第十五章 制作两种 ’.../ 全桥软开关电源的试验数据、实测波形、主变压器绕制方法

（’(%.）⋯⋯⋯⋯⋯⋯⋯⋯⋯⋯⋯⋯⋯⋯⋯⋯⋯⋯⋯⋯⋯⋯⋯⋯⋯⋯⋯⋯⋯⋯⋯⋯⋯

第一节 两种 ’.../（直流输出 ’+0 1 *.2 和 (-0 1 &.2）全桥软开关电源电路和印制板总

体布局图 （’(%.）⋯⋯⋯⋯⋯⋯⋯⋯⋯⋯⋯⋯⋯⋯⋯⋯⋯⋯⋯⋯⋯⋯⋯⋯⋯⋯⋯⋯⋯

第二节 全桥变换器工作原理与 ’.../ 全桥软开关稳压电源的实测波形 （’(%+）⋯⋯

第三节 用 34+. 1 +. 型磁心的 ’.../ 全桥主功率变压器的参数设计与绕制工艺

（’(-.）

⋯⋯

⋯⋯⋯⋯⋯⋯⋯⋯⋯⋯⋯⋯⋯⋯⋯⋯⋯⋯⋯⋯⋯⋯⋯⋯⋯⋯⋯⋯⋯⋯⋯⋯⋯

第四节 全桥变换器驱动电路设计特点与驱动变压器绕制技术 （’(-*）⋯⋯⋯⋯⋯⋯

第五节 ’.../ 全桥变换器附加谐振电感器的设计与制作 （’()&）⋯⋯⋯⋯⋯⋯⋯⋯

第六节 全桥软开关电源的辅助谐振网络工作原理与电感器的制作 （’()-）⋯⋯⋯⋯

第十六章 制作 &.../ 全桥软开关电源的输出电感器参数试验、重视以监测原边电流波

形变化来选 !. 值 （’+.(）⋯⋯⋯⋯⋯⋯⋯⋯⋯⋯⋯⋯⋯⋯⋯⋯⋯⋯⋯⋯⋯⋯⋯⋯⋯⋯⋯

第一节 &.../ 移相控制全桥软开关电源电路和总体布局 （’+.(）⋯⋯⋯⋯⋯⋯⋯⋯

第二节 &.../ 全桥变换器主功率变压器的参数设计与绕制工艺 （’+.-）⋯⋯⋯⋯⋯

第三节 大功率高频开关电源输出滤波电感器的设计与制作；重视监测原边电流波形

变化来调节选择 !. 恰当值 （’+’(）⋯⋯⋯⋯⋯⋯⋯⋯⋯⋯⋯⋯⋯⋯⋯⋯⋯⋯⋯⋯⋯⋯

第四节 核算辅助谐振网络的各项参数 （’+&.）⋯⋯⋯⋯⋯⋯⋯⋯⋯⋯⋯⋯⋯⋯⋯⋯

第五节 大功率高频开关电源的散热、假负载群制作、整机效率计算 （’+&$）⋯⋯⋯⋯

第六节 原边电流互感器与单向的副边电流互感器的制作 （’+&%）⋯⋯⋯⋯⋯⋯⋯⋯

第十七章 ,##$-)+ 和 ,#$-%) 全桥变换器移相控制专用集成电路 （’+$&）⋯⋯⋯⋯⋯⋯

第一节 ,##$-)+ 功能框图、设计特点和电气参数 （’+$&）⋯⋯⋯⋯⋯⋯⋯⋯⋯⋯⋯⋯

第二节 ,##$-)+ 全桥变换器移相控制芯片典型应用电路 （’+(’）⋯⋯⋯⋯⋯⋯⋯⋯

第三节 新颖的5#506 3/7 899:;全桥变换器 （’+(+）⋯⋯⋯⋯⋯⋯⋯⋯⋯⋯⋯⋯⋯⋯

第四节 ,#$-%) 全桥变换器移相控制专用 <# 产品简介 （’+(%）⋯⋯⋯⋯⋯⋯⋯⋯⋯

第十八章 大型开关电源功率因数校正经典专用集成电路 ,#$-+(（=）1 2 1 8 详解

（’++&）

⋯⋯⋯

⋯⋯⋯⋯⋯⋯⋯⋯⋯⋯⋯⋯⋯⋯⋯⋯⋯⋯⋯⋯⋯⋯⋯⋯⋯⋯⋯⋯⋯⋯⋯⋯⋯

第一节 ,#$-+( 功能设计、三种规格、电气参数及特性曲线 （’++&）⋯⋯⋯⋯⋯⋯⋯⋯

.’



第二节 !"#$%&’ ( ) 功能特点、性能优化及电气参数 （*%+#）⋯⋯⋯⋯⋯⋯⋯⋯⋯⋯⋯

第三节 !"#$%& 构成的 ,%-. 典型/0"电路设计步骤与计算数值 （*%+$）⋯⋯⋯⋯⋯⋯

第四节 用 !"#$%& 制作 %-- 1 ,---. 高频有源功率因数校正器的试验数据 （*%$-）⋯

第十九章 设计制作双管正激变换器高可靠 ,-- 1 #--. 开关电源实验 （*%$2）⋯⋯⋯⋯

第一节 单端正激变换器的工作原理及实用电路 （*%$2）⋯⋯⋯⋯⋯⋯⋯⋯⋯⋯⋯⋯

第二节 ,--. 正激变换器主功率变压器的设计与绕制工艺 （*%3#）⋯⋯⋯⋯⋯⋯⋯⋯

第三节 45&3& 设计特点、脉宽调制特性与死区时间控制试验 （*%3%）⋯⋯⋯⋯⋯⋯⋯

第四节 &6#% ( 45&#* 光耦控制电路的计算方法 （*+-%）⋯⋯⋯⋯⋯⋯⋯⋯⋯⋯⋯⋯⋯

第五节 驱动电路设计、实测波形与变压器的绕制 （*+*-）⋯⋯⋯⋯⋯⋯⋯⋯⋯⋯⋯⋯

第二十章 设计制作半桥变换器 %--. 开关电源实验 （*+*%）⋯⋯⋯⋯⋯⋯⋯⋯⋯⋯⋯

第一节 半桥变换器工作原理及 %--. 开关电源实用电路 （*+*%）⋯⋯⋯⋯⋯⋯⋯⋯

第二节 半桥变换器主功率变压器的绕制方法 （*+*3）⋯⋯⋯⋯⋯⋯⋯⋯⋯⋯⋯⋯⋯

第三节 %--. 开关电源驱动变压器的绕制方法 （*+,,）⋯⋯⋯⋯⋯⋯⋯⋯⋯⋯⋯⋯⋯

第二十一章 开关电源控制电路用精密运算放大器 （*+,2）⋯⋯⋯⋯⋯⋯⋯⋯⋯⋯⋯⋯

第一节 7/*22 超级精密运算放大器 （*+,2）⋯⋯⋯⋯⋯⋯⋯⋯⋯⋯⋯⋯⋯⋯⋯⋯⋯

第二节 ’8+,- 高性能、低功耗运算放大器 （*+##）⋯⋯⋯⋯⋯⋯⋯⋯⋯⋯⋯⋯⋯⋯⋯

第三节 7/,32 双重低偏置电流精密运算放大器 （*+&#）⋯⋯⋯⋯⋯⋯⋯⋯⋯⋯⋯⋯

第二十二章 开关电源控制电路用光耦合集成电路 （*+%-）⋯⋯⋯⋯⋯⋯⋯⋯⋯⋯⋯⋯

第一节 97"$-#-:$-%- 光耦合器（达林顿型） （*+%-）⋯⋯⋯⋯⋯⋯⋯⋯⋯⋯⋯⋯⋯⋯

第二节 97"#-$*、97"#-$,、97"#-$# 光耦合 ;" 零穿越电路三端双向晶闸管驱动输出

（*+%#）⋯⋯⋯⋯⋯⋯⋯⋯⋯⋯⋯⋯⋯⋯⋯⋯⋯⋯⋯⋯⋯⋯⋯⋯⋯⋯⋯⋯⋯⋯⋯⋯⋯

第三节 "6<+& ( +% ( ++ 光耦合器 （*+%%）⋯⋯⋯⋯⋯⋯⋯⋯⋯⋯⋯⋯⋯⋯⋯⋯⋯⋯⋯

第四节 =**’>*，’ ( =**’>,，’ 光耦合器 （*++*）⋯⋯⋯⋯⋯⋯⋯⋯⋯⋯⋯⋯⋯⋯⋯

第二十三章 开关电源控制电路用精密电压基准集成电路 （*+++）⋯⋯⋯⋯⋯⋯⋯⋯⋯

第一节 9’?$2#、9’?$2%、9’?$2+ 精密电压基准 ;"（低功耗、低漂移、三种基准值 @
,A%> ( @ %> ( @ *->） （*+++）⋯⋯⋯⋯⋯⋯⋯⋯⋯⋯⋯⋯⋯⋯⋯⋯⋯⋯⋯⋯⋯⋯⋯⋯⋯

第二节 ’8%$+ 高精度 %> 电压基准 （*+2#）⋯⋯⋯⋯⋯⋯⋯⋯⋯⋯⋯⋯⋯⋯⋯⋯⋯⋯

第二十四章 95&&,% 无传感器的直流无刷三相电机控制器及应用 （*+22）⋯⋯⋯⋯⋯⋯

第一节 95&&,% 直流电机三相控制器的结构与参数 （*+22）⋯⋯⋯⋯⋯⋯⋯⋯⋯⋯⋯

第二节 95&&,% 的电路功能与设计原理 （*+$,）⋯⋯⋯⋯⋯⋯⋯⋯⋯⋯⋯⋯⋯⋯⋯⋯

第三节 设计依据三相桥式功率级的接口技术 （*+3,）⋯⋯⋯⋯⋯⋯⋯⋯⋯⋯⋯⋯⋯

第二十五章 高频开关电源专用集成电路的分类与发展概况 （*+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