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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音频D类放大器的仿真与制作》介绍了目前广受关注的D类放大器的基本功能电路，用广泛应
用的EDA工具对每一种电路结构进行了仿真验证，并给出实际制作的验证电路和测试波形。
书中所给出的电路都是作者为验证IC算法设计的原型机电路，这在D类放大器领域是独一无二的。

　　《音频D类放大器的仿真与制作》适用于音响DIY发烧友和从事专业音响设计的研发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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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可见，2阶噪声整形使噪声的分布斜率更加陡峭，基带内的噪声得到进一步降低，
如图5.26所示。
可以用更高阶的噪声整形获得更高的信噪比，但付出的代价是更复杂的电路和稳定性的损失。
 3.2阶△—∑调制式D类放大器的拓扑结构 用模拟电路实现△—∑调制式D类放大器会受到许多限制。
首先，受MOS管开关速度限制，OSR不能过高，通常在250～800kHz。
另外，噪声整形作用不明显。
这是因为理论上模拟比较器有极高的精度，故量化噪声不是主要矛盾，模拟D类放大器的主要矛盾是
线性，而噪声整形并不能提高线性。
信号经过多次积分后会产生较大的传输相位移，限制了自振荡频率的提高。
积分还会使转换速率降低，稳定性变差。
因而用模拟电路实现△—∑调制式D类放大器不能依靠过采样和高阶噪声整形提高信噪比，而是要用
全局负反馈技术提高综合性能。
实践证明在模拟电路中用1阶积分加负反馈就可达到5阶数字△—∑调制的精度。
尽管如此，这里仍坚持使用2阶△—∑调制，更高阶的电路欢迎爱好者去探索。
 2阶△—∑调制实验电路的拓扑结构如图5.29所示。
这是一个变通的2阶△—∑调制器，即在1个积分器上实现2阶积分，省去了1个积分器。
设音频输入信号是正弦波，通过电阻R1加在积分器的负端，负反馈信号通过R17也加在该端点，在这
里实现加法功能。
C2、C3串联后跨接在OP输入和输出端组成密勒积分器，C2、C3和R2呈T型连接，相当于二次积分。
积分器把加法器的信号充放电成锯齿波。
1bit量化器是1个电压比较器，当锯齿波电压大于比较器的参考电平时，比较器输出高电平，否则输出
低电平。
至此已完成了PWM调制。
电平移位电路把参考电平从零电平移位到负电平Vss。
门驱动和电流开关把PWM信号放大，得到需要的功率。
低通滤波器从PWM信号中检出放大的输入信号。
反馈回路的低通滤波器起1bit数模转换作用，在低、中频段是负反馈，在高频段相移逐渐增大，在相
移360°处产生自振荡，这个频率就是采样频率，显然它由环路的RC积分常数和传输相移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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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音频D类放大器的仿真与制作》适用于音响DIY发烧友和从事专业音响设计的研发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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