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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竞赛组委会数年来先后出版的获奖作品选编不仅有益于今后参赛学生开拓设计思路、提供撰写设
计报告的参考，而且已成为很多高等学校信息电子类专业本科综合实验教学、课程设计乃至毕业设计
的重要参考文献。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组委会编著的《2011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获奖作品选编》仅编入
了2011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中获得全国一等奖的部分作品，共计45篇，内容涉及全部8个竞赛题
目，其中A题至E题为本科组竞赛题目，F题至H题为高职高专组竞赛题目。
书中每篇作品均附有“专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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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方案论证与比较 1.DC/DC变换拓扑方案论证 方案一：单端反激式。
优点：既可实现降压又可实现升压；隔离性好，两路并联时可以防止电流倒灌。
缺点：输出纹波大；效率偏低。
 方案二：BUCK同步整流。
优点：效率高；缺点：两路并联时容易发生电流倒灌，难以实现均流。
 方案三：BUCK变换器。
优点：简单易行，调试难度小，效率较高；缺点：只能实现降压不能升压。
 综合本题，输入24V，输出8V，BUCK电路即可满足要求；系统效率要求60%以上，开关电源效率一
般都能达到75%以上，采用低功耗控制芯片和导通电阻的MOS管可以提高效率。
所以选择方案三。
 2.均流方案论证与选择 方案一：主从均流法。
采用两片TL494来为两路电源提供PWM信号，当两路并联时，其中一路选为主路，另外一路为从路，
两片TL494的内部误差放大器对其输出电压进行调节，使其稳定在8V。
同时对两路电源的电流取样，并将其差值放大后输入从路的TLA94反馈端，使从路的TL494实现电压电
流的双闭环控制，使其在输出电压为8V左右微调，直到两路电流按预设比例分配。
 优点：反馈稳定，实时性好，负载调整率高。
 缺点：电路不确定因素多，调试困难，且只能通过调整误差放大器的放大倍数来调节电流分配比例，
但由于误差放大器的放大倍数有限，只能近似均流，且无法数控任意调节分流比例。
 方案二：最大电流均流法（自主均流法）。
这种方法有专用的均流芯片UCC29002，系统可靠稳定性高。
但由于二极管总存在正向压降，因此主模块的均流会有误差；而且均流是一个从模块电流上升并超过
主模块电流的过程，系统的主、从模块身份不断交替，各模块输出电流存在低频振荡，降低了系统的
稳定性；但是UCC29002只能实现多模块间1：1均流，无法实现两路输出电流比例可调。
 方案三：强迫均流控制法。
强迫均流控制，通过监控单元模块实现均流控制。
实现方法主要有软件控制和硬件控制。
软件控制是通过软件计算，比较电源单元电流与系统平均电流，然后再调整电源单元输出电压，使其
电流与平均电流相等。
软件方式易于实现、均流控制精度高，可以通过微调TL494基准，微调输出电压实现两路任意比例的
电流分配。
但又由于软件灵活性太大，均流的稳定性稍逊于硬件双闭环负反馈方案。
 综合考虑，对于本系统只有两路电源，而且DC/DC模块选用简单易行的BUCK电路实现，可靠性很高
，并且强迫均流法采用软件控制，灵活性高，完全能满足题目任意设定两路电流比例的要求。
通过调节两个DC/DC模块的稳定性，用高精度A/D采样两路输出电流，改进算法使均流的稳定性大大
提高，反应速度极快，所以选用方案三实现均流。
 3.过流保护方案选择 使用低功耗单片机MSP430实时监测电流。
当检测总输出电流超过阈值4.5 A时，控制继电器将输出切换串人一个稳定的功率电阻，使输出电流减
小，同时实时采样两路电流，由于输出稳定在8V，可以计算负载电阻，当计算得到负载电阻增加至使
总电流小于4.5 A时，使继电器切换回原来的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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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1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获奖作品选编》不仅有益于今后参赛学生开拓设计思路、提供撰写
设计报告的参考，而且已成为很多高等学校信息电子类专业本科综合实验教学、课程设计乃至毕业设
计的重要参考文献。
目的在于推动高等学校信息电子类学科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引导高等学校在教学中培养大学
生的创新意识、协作精神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加强学生工程实践能力的训练，强调对学生综合素
质的培养，鼓励广大学生踊跃参加课外科技活动，促进高等学校形成良好的学习风气，为优秀人才脱
颖而出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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