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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国内外信息化建设步伐的加快，现代通信电源技术作为通信设备稳定运行的基础，在国内外
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并在相关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
　　为了适应现代通信电源技术的发展，满足从事通信电源技术研究、管理、服务、教学的工程技术
人员了解现代通信电源技术发展的需要，作者专门编写了《现代通信电源技术及应用》一书。
　　全书共分为9章。
第1章主要介绍现代通信电源技术的基本概念、技术特点、应用基本常识、基本功能和发展历程，综
述了几种应用比较广泛的直流通信电源应用模式，并对通信电源技术的应用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了介
绍。
第2章主要介绍柴油发电机组和燃气轮机发电机组这两种比较典型的油机发电技术，系统介绍了这两
种典型的油机电机组的发展历程、技术特点、组成结构以及使用和维护，并对这两种典型油机发电技
术的应用优势进行了介绍。
第3章简要介绍开关电源技术的发展历程，系统介绍了开关电源技术的电路结构、关键元器件，分析
了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和应用优势，并对以单片开关电源为代表的数字化开关电源技术和工程应用进
行了介绍。
第4章解释UPS电源技术的概念，简要介绍了UPS电源技术的类别，系统阐述了UPS电源技术的基本原
理、电路结构、运行方式，并以UPS的选型、使用和维护为依托探讨了UPS电源技术在通信电源领域
的应用。
第5章主要介绍铅蓄电池和镍镉蓄电池这两种应用比较广泛的传统蓄电池技术，系统介绍了铅蓄电池
和镍镉蓄电池的电源特性、工作原理和使用维护，重点探讨了应用最为广泛的阀控式铅酸蓄电池在通
信电源领域的应用。
第6章简要介绍新型绿色电源技术的发展，系统介绍了镍氢电池、锂电池、矾电池以及太阳能电池的
工作原理和应用维护，并以通信基站绿色电源供给典型应用为例介绍了绿色电源系统在通信电源领域
的工程应用实践。
第7章主要介绍基于IEEE 802.3af标准的以太网供电技术，系统介绍了以太网供电系统的组成结构，探
讨了以太网供电模式，并以以太网供电的应用优势为依托，以典型的以太网供电解决方案为范例，介
绍了以太网供电技术的工程应用。
第8章简要介绍现代通信电源管理技术的发展、通信电源设备的维护，系统描述了以动力环境监控系
统为代表的新型通信电源管理技术，并以电源管理总线技术为基础，探讨了以手机为代表的便携式通
信设备的电源管理策略。
第9章介绍典型通信电源站的结构组成，探讨了通信电源站的设备配置和选择，并以通信基站电源的
技术为基础介绍了通信电源的节能减排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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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通信电源技术及应用》紧密跟踪现代通信电源技术的最新发展，依据国内外通信电源技术
的发展状况，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几种典型的通信电源技术的基本原理、技术体制和功能结构，同时依
据国内外通信电源技术的应用实践，详细介绍了典型通信电源技术的应用优势和工程实践。
《现代通信电源技术及应用》包括现代通信电源技术概述、油机电源系统、开关电源、uPs电源、传统
蓄电池技术及其应用、绿色电源技术及其应用、以太网供电、通信电源管理以及通信电源站的设计与
配置等内容。
　　《现代通信电源技术及应用》力求内容的科学性、先进性、系统性和实用性。
可作为从事通信电源技术应用的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电信运营商和设备制造商的技术参考书或
培训教材，也可作为教材或参考资料供高等工科院校通信专业、电源专业及相关专业高年级本科生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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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随着电源系统的性能和功率的不断提高，实现电源性能指标所必需的元件数量和成本也随之增加
，越来越多的控制需要通过具有成本效益的数字电路实现。
一般认为，在设计Dc—DC变换器时，通常100 w以上的系统中会应用数字控制技术；而在设计AC
—DC变换器时，250w以上的系统会应用数字技术，这样电源的经济性会更高一些。
因此，在未来的电源系统中，模拟与数字技术将共存相当一段时间。
以前，电源行业转向开关电源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而电源数字化趋势将会是一个更大的变化。
　　2.模拟电源的优势与不足　　目前，除了一些专门用于微处理器的转换器之外，市场上大多数砖
形转换器、中间总线转换器及负载点PoL转换器仍采用模拟控制。
这是因为许多模拟电源系统经过了多年的检验，可靠性还是很高的。
　　当前。
尽管模拟电源解决方案的成本、性能（如负载变化时的电源响应时间）、占板面积等指标都优于数字
电源解决方案，但对开发人员来说，它完全是一种固定模式的黑盒应用，抑制了开发人员发挥创造力
的激情，开发人员对电源进行同步跟踪、电压排序、故障诊断及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还是比较差的。
　　许多高性能的DC—DC转换器仍通过简单的无源器件产生的模拟信号进行设置和控制。
即使是具有最先进拓扑结构的高性能转换器，也还需要使用外部电阻、电容来确定诸如启动时间、输
出点值及开关频率等参数。
这些电阻、电容的值都是设计调试时确定的，制造完成后不可轻易更改，因此自适应的电源管理方案
也就不可能实现。
而且，为实现更多功能，就要设计更多的直接反馈电路，所以模拟控制环路会变得非常复杂。
　　传统的模拟控制架构已经使用多年，模拟控制电路因为使用许多元器件而需要很大空间，这些元
器件本身的值还会随使用时间、温度和其他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动，从而对系统稳定性和响应能力造
成负面影响。
模拟控制的控制一响应特性是由分立元器件的值决定的，它总是面向一个范围狭窄的特定负载，因此
无法为所有电压值或负载点提供最优化的控制响应。
换句话说，如果需要一个可以在很多产品中重复使用而不必更换部件的设计平台，则模拟方案难以胜
任。
除此之外，模拟系统的测试和维修都非常困难。
　　3.数字电源的应用优势比较　　数字电源正是为了克服现代电源的复杂性而提出的，它实现了数
字和模拟技术的融合，提供了很强的适应性与灵活性，具备直接监视、处理并适应系统条件的能力，
能够满足几乎任何电源要求。
数字电源还可通过远程诊断以确保持续的系统可靠性，实现故障管理、过电压（流）保护、自动冗余
等功能。
由于数字电源的集成度很高，系统的复杂性并不随功能的增加而增加过多，外围器件很少（数字电源
的快速响应能力还可以降低对输出滤波电容的要求），减小了占板面积，简化了设计制造流程。
同时，数字电源的自动诊断、调节的能力使调试和维护工作变得轻松。
　　数字电源管理芯片易于在多相以及同步信号下进行多相式并联应用，可扩展性与重复性优秀，轻
松实现负载均流，减少EMI，并简化滤波电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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