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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边倍加器的第二类纹波及对称型

倍加器由于结构元件不对称

所引起的第二类纹波

任 文 彬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摘 要

本文对单边倍加器第二类纹波进行 了分析
,

导出了二级近似下的第二类纹

波的表达式
,

指出只有当 + 》 。? ≅
,

时
,

才能采用零级近似
7

对称型倍加器
,

由于

结构中的对应元件
,

左右二回路的输入电压不对称时所引起的第二类纹波
,

也进

行 了分析
,

并导出了在零级近似下计算第二类纹

波的公式
7

一
、

引 言

由于单边倍加器线路的基本缺点
,

是整流柱或日直流

柱
,

它参与电压倍加过程
,

这就导致输出电压有较大的纹波

和较大的电位降落
,

特别是当考虑了馈电柱和直流柱之 间

的杂散电容 ≅
Α

时
,

即使是空载
,

也得不到理想电压 ? % Β 输

出
,

并且在直流柱上出现第二类纹波
,

为了提高直流输出电

压的稳定性
,

所以随后又出现了对称型倍加器等线路
7

本

文只讨论这两种线路的第二类纹波
7

由于对称型倍加器线

路
,

它与单边倍加器线路有着内在的联系
,

因此我们先研究

单边倍加器线路的第二类纹波
7

下

二
、

单边倍加器线路的第二类纹波

单边倍加器的等效电路
,

可以画成图 的形式旧
7

根据

图
,

我们可以求出左柱
。 , Χ , 。 ,

Δ
,

⋯各节点分别相对右 图 Ε

柱各节点 Φ
, Γ ,

几⋯的电位如下

。 级单边倍加器

等效电路

本文  ! Η 年 Ι 月巧 日收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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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得到直流柱上的第二类纹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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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得到了直流柱上考虑了高次项后的第二类纹波电压
,

其结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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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 式可以看出
,

当 ≅ 》 矛≅
‘

时
,

=⊥ > 式可以简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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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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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Ν1Ξ ; Υ
和 .

7

2
7

δ 9ς; :Υ 所得到的近似结果
,

但我们这里导出了能作这种零

级近似时应满足的条件
7

三
、

对称型倍加器

对称型倍加器的等效线路如图 ∀ 所示
7

这里我们没有考虑装置对地的分布电容
7

类

似于上节处理单边倍加器的第二类纹波一样
,

假定 斌 Κ 以 Κ ⋯ Κ ≅二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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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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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气 ≅
, ,

以及 5 铸 俨
,

类似于 =⊥>式
,

图 ∀ 中左右二回路在中间柱上产生的第二类纹

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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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对称型倍加器等效线路

由图 ∀ 可以看出
,

它们在直流柱上产生的纹波
,

在直流柱上产生的第二类纹波电压为

在相位上刚好相差 , ,

因此对称型倍加器

、少、,一,玉,  孟叻 占了
 

‘、才了、

△! 。∀‘

# ∃ % & , 左 一 占& ‘右

在零级近似下
,

! ∋ ( # 式可写成

△!占& ,

# ∃ ) ∗)全旦
三 + , − .旦绘乒

/
∋− ,鱼

△∀ .#
0∋ 1 ∋ 2 1

止
3 一1 龟4

因此只要左右二回路完全对称
,

那么对称型倍加器的第二类纹波将自动消失
,

这就是以前

一些文献中的结论
 

因此 ! ∋ ∋# 式又是计算元件公差和输人电压公差的公式
 

为了估计对称型倍加器由于结构元件不对称所引起的第二类纹波
,

我们举一例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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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同样的参数
,

对于单边倍加器
,

由 =_> 式
。 , , , , 、 ,

Η一
、 , 。 、 , 7

。 ‘ ,
。 。 。

,
1 犷 ,

Κ ‘ > 入

—
入 乙 入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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Κ ∗ 3 3 3 ∗入
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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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出
,

对称型线路
,

元件即使如此不对称
,

它所产生的第二类纹波
,

比单边倍加器

线路所产生的第二类纹波约小六倍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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