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透過 4 種
方法培養

電源供應器操作技能



簡介
當今的設計對供電系統有極高的要求，您或許已經發現，很多設計問題其實是電源

系統造成的。是德科技專家共同撰寫這本電子書，以協助您更清楚了解電源供應器

問題。利用書中提供的 4 個方法，您可培養電源供應器操作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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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定電壓（CV）和 
定電流（CC）

如何設定定電壓和定電流
對於電源供應器使用者而言，定電壓（CV）和定電流（CC）是一定要知道的兩

個數值。以下列出一些基本原則，以協助您開始運作。 

電源供應器的輸出可根據電壓設定、電流限制設定和負載電阻，在定電壓（CV）

或定電流（CC）模式中運作。

• 如果負載電流偏低，而且汲入電流低於電流設定，則電源供應器將以 CV 模式

運作。當電壓經過調節後，數值可保持恆定，此時電流取決於負載。

• 如果負載電流偏高，而且負載嘗試汲入比電流設定更大的電流，則電源供應器

會將汲入電流限制於電流設定值，並以 CC 模式運作。電流經過調節後，電壓

取決於負載。

多數電源供應器的設計都已針對 CV 運作進行最佳化。因此，電源供應器會先檢視

電壓設定，並調整其他次要變數，以便程控電壓設定。理想的電源供應器，即使是

在動態環境中也能維持定電壓，並可在需要時提供定電流。

秘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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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詳情

部落格： 直流電源供應器之定電流和定電流限制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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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CC/CV 電源供應器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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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電壓或電流
秘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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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電壓或電流

連接多個電源供應器以達到更高電壓或 
更大電流
有時候，您需要的電壓或電流，比電源供應器能提供的大得多。透過以下的簡單步

驟，您可連接兩部或多部電源供應器，以滿足需求。如需更高電壓，請串聯多個電

源供應器輸出；如需更大電流，請並聯多個電源供應器輸出。單獨設定每個電源供

應器的輸出，使得電壓或電流加總等於總期望值。

如需更高電壓，首先需將每路輸出設成負載可安全處理的最大電流極限值。然後，

將總期望電壓，平均分配給每路電源供應器輸出。比方說，如果使用三路輸出，則

將每路輸出設成總期望電壓的三分之一。

• 絕對不要超過任何輸出的浮動電壓額定值（輸出端子隔離值）

• 絕對不要讓電源供應器輸出反向電壓

• 只能連接具有相同電壓和電流額定值的串聯輸出

秘訣 2

BOOST V 和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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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更大電流，則將總期望電流極限值，平均分配給每個電源供應器。 

• 其中一路輸出必須以定電壓（CV）模式運作，另一路輸出必須以定電流（CC）

模式運作。

• 輸出負載必須汲入足夠的電流，以便以 CC 模式處理定電流輸出。

• 僅並聯具有相同額定電壓和電流的輸出

將 CC 輸出的電壓，設定為比 CV 輸出電壓略高的數值。各個 CC 輸出端的實際

電壓由負載決定（參見秘訣 1）。在並聯配置中，CV 輸出決定了負載和各個 CC 

輸出端的電壓（參見圖 3）。CV 電源供應器只會提供足夠的電流來滿足總負載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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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在串聯中使用遠端感測。

圖 3：在並聯中使用遠端感測。

影片：採用 Keysight E36300 系列桌上型 
電源供應器，自動建立串聯與並聯連結

了解詳情

BOOST V 和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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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K4rupYY6i4&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K4rupYY6i4&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K4rupYY6i4&feature=youtu.be


處理非預期的 
溫度效應

秘訣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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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非預期的溫度效應

計算並套用溫度係數
不僅是待測裝置會隨溫度變化，量測時使用的儀器也會如此。我們曾在寒冷的冬

日，於室溫下測試鋰電池，發現隨著時間流逝，電池電壓逐漸上升，而不是如我們

預期地下降。

在室溫下增加的電池電壓，會在夜間減少，這種效應比白天電池自放電造成的預期

電壓下降更強烈。由於對電池供電的電源供應器也會隨溫度變化，您可能需要套用

溫度係數，以便對低至微伏特（mV）的輸出電壓，進行適當的特性分析。

下面的範例使用 Keysight N6761A 精密型模組的低電壓範圍特性。N6761A 的規格

表顯示，經過 30 分鐘暖機，於 23°C±5°C 溫度下的有效溫度範圍。

秘訣 3

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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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iterature.cdn.keysight.com/litweb/pdf/N6700-90001.pdf
https://literature.cdn.keysight.com/litweb/pdf/N6700-90001.pdf


如需套用溫度係數，您必須將其視為誤差項。假設操作溫度是 33°C（或是較 23°C 

校驗溫度高出 10°C），而且電壓輸出為 5.0000 V。

電壓程控溫度係數 = 每 °C ±(40 ppm + 70 μV)。

1. 校驗溫度後，如欲修正 10°C 溫差，您必須考慮操作溫度和電壓範圍規

格的差異。低電壓範圍規格在 23°C ±5°C 或最高 28°C 溫度下有效。針

對操作溫度（33°C）和低電壓範圍規格（28°C）的差異（5°C），您需

套用溫度係數： 

±(40 ppm(5 V) + 70 μV)  (5 °C.) = 40ppm(5 V)( 5 °C.) + 70 uV (5 °C.)  
    =1.35 mV

2. 溫度引起的誤差必須加入 N6761A 規格表所列的低電壓範圍程控誤差：

  ±(0.016% (5 V) + 1.5 mV) = 2.3 mV

3. 因此，程控加上溫度的總誤差為：

  ±(1.35 mV + 2.3 mV) = ±3.65 mV

這表示，如果試圖在 33°C 的室溫下將電壓設定為 5.0000 V，輸出電壓將落在 

4.99635 V 與 5.00365 V 之間。由於這個誤差當中有 1.35 mV 是因溫度所引起，當

溫度有所變動，這個誤差也會隨之改變，而且電源供應器的輸出將會漂移。利用電

源供應器的溫度係數，您可計算隨溫度變化而發生的量測漂移值。

了解詳情

規格指南： Keysight N6700 系列模組化 
電源系統

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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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iterature.cdn.keysight.com/litweb/pdf/N6700-90001.pdf?id=2076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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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對雜訊敏感的待測物
祕訣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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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對雜訊敏感的待測物

大幅降低雜訊的兩個方法
如果您的待測裝置（DUT）對雜訊極為敏感，那麼您需竭盡所能地減少直流電源的

輸入雜訊。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使用低雜訊電源供應器。但是，如果您沒有低雜訊電

源供應器，您可以透過以下幾點來處理。

仔細查看連結
您的電源供應器和 DUT 之間的連接，可能很容易受到電感或電容耦合所引起之雜

訊的干擾。很多方法都可降低雜訊，但最有效的一種方法是使用遮蔽式雙絞纜線進

行負載和感測連接。請僅只將屏蔽纜線的一端接地，如圖 4 所示。切勿將屏蔽纜線

兩端接地，因為這樣會形成接地迴路。圖 5 顯示電源供應器接地和待測物接地之間

的電位差，使得接地迴路電流開始增加。接地迴路電流會在纜線中產生電壓，因

而形成會干擾 DUT 的雜訊。

秘訣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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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請僅只將屏蔽纜線的一端接地。

圖 5：切勿將屏蔽纜線兩端接地，因為這樣會形成接地迴路。

雜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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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輸出對地面阻抗

當共模電流從電源供應器內部流到地面並且在對地阻抗上產生電壓，包括纜線阻

抗，於是產生了共模雜訊。平衡電源供應器正負輸出端的對地阻抗有助於減少共

模電流所產生的雜訊。此外，您還需要平衡 DUT 正負輸入端的對地阻抗。將共

模抑制器與輸出導線串聯，並且在每條導線上使用對地的分流電流器，以便完

成這項任務。

雜訊

了解詳情

應用說明： 您不可不知的直流電源供應器 10 個 
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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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取電源供應器選購指南
無論您是需要基本的電源供應器，或是符合特定應用要求的精密功能，都可參閱

此選購指南，順利找到符合需求的電源供應器。選擇功率過大的電源供應器可能

會帶來很多麻煩。最常見的問題是輸出雜訊增加、無法設定電流極限值，以及儀

錶準確度欠差。

多少功率才合適？
預先評估裝置的電壓、電流和功率，並選擇稍微超過裝置限制的電源供應器，以

便有充足電源來處理裝置通電時常見的暫態或突波電流。如欲設計低功率裝置，

請使用低範圍的電源供應器，以便準確量測汲入電流。

想瞭解更多嗎？

需要哪些內建特性？
新款的高效能型電源供應器提供極便利的內建功能，您無需額外使用示波器、萬

用電錶或另一個電源供應器。例如，有些電源供應器提供內建萬用電錶的準確

度，或是可擷取功率暫態的資料記錄器，甚至還可自動串聯，以涵蓋過去需要多

部電源供應器才能獲得的電壓電流組合。專用電源供應器可能包括一些更精密的

功能，例如動態電流特性分析，或供應並同步電流的能力。

外觀形式？
桌上型電源供應器的體積應該更小巧，但是配備大尺寸的明亮顯示幕和前面板連

接器。系統級電源供應器的設計宗旨是盡量減少機架空間，因它們的深度更長而

且風扇吵雜，不適合在桌面上使用。

了解詳情

選購指南： 電源產品解決方案

功能和價格比較 瀏覽比較網頁 >

了解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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