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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不断进步及社会发展的需要，几乎所有电气设备的电源装置部分都采用开关
电源。
开关电源是为计算机、通信和家用电子设备等提供直流电源的一种电力电子装置，具有体积小、效率
高、功率密度大等优点，在电源领域中已占据主导地位，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但由此产生的网
侧输入功率因数降低以及谐波污染等问题也日趋严重。
目前，开关电源等电力电子装置已成为最主要的谐波污染源，它迫使电力电子技术领域的研究人员要
对这类问题给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人们最早是采用电感和电容构成的无源网络来进行功率因数校正的，但采用这种技术的设备体积
庞大，对输入电流的谐波抑制效果也并不十分理想，随着电力半导体器件的发展，开关变换技术突飞
猛进，20世纪80年代，有源功率因数校正（APFC）技术应运而生。
到了90年代，国内外学者和科技人员相继提出了一些用于功率因数校正（PFC）的新型拓扑结构、软
开关技术和新型控制方法等，使有源功率因数校正技术取得了长足发展。
本书结合国内外功率因数校正技术的发展状况及研究成果，系统地介绍了无源功率因数校正（PPFC）
技术和有源功率因数校正技术的基本原理、典型拓扑结构、控制策略以及：PFC电路的设计与应用技
术等，以便从事开关电源开发、设计、应用和维护的技术人员，系统、全面地了解和掌握PFC技术。
　　本书不仅包括APFC的经典电路结构和控制策略，而且对新出现的无桥PFC、交错并联PFC、单级
：PFC等新型拓扑结构和PFC数字控制策略等新型控制方式进行了详细分析和归纳总结，并给出了部
分设计实例。
全书内容分11章进行论述：　　第1章绪论，主要介绍PFC的基本概念、谐波限制标准、改善功率因数
和谐波的基本方法以及.PFC技术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等。
　　第2章PPFC，主要介绍传统PPFC电路的特点和应用场合，并介绍几种提高功率因数的整流电路及
部分滤波方式的谐波抑制方法。
　　第3章、第5章、第6章和第7章分别介绍单相APFC典型电路、单级APFC电路、无桥.PFC及交错并
联PFC电路的工作原理及应用。
　　第8章和第9章主要介绍典型三相APFC变换器和三相单级APFC变换器的拓扑结构、工作原理及特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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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开关电源中的有源功率因数校正技术》结合国内外有源功率因数校正（APFC）技术的发展和
应用，对功率因数校正（PFC）技术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
主要内容包括：无源功率因数校正（PPFC）技术、有源功率因数校正技术的典型拓扑结构和控制策略
、单相单级PFC变换器、三相PFC变换器、无桥PFC电路、交错技术在PFC中的应用、PFC的数字控制
技术以及PFC技术在开关电源中的应用等。
　　编者力图反映国内外电力电子技术领域在APFC技术方面的进展和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以便读者
系统、全面地了解和掌握。
《开关电源中的有源功率因数校正技术》可供从事开关电源开发、设计及生产的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和
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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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根据电路控制规律可知，在输入电压突变时，相对于电路瞬态过程来说，输入等效电阻的变化非
常缓慢和微小。
在每一周期控制电路均按前述推导的控制方程进行动作，而此控制方程是基于输入阻抗为恒定纯电阻
的假设得到的，满足这一方程，即可使输入电流与输入电压时时同相位。
因此，在输入电压变化时，电路无瞬态过渡过程而在任意周期实现输入电流跟随输入电压，即实现了
很好的连续功率因数校正功能。
　　负载扰动抑制：当输入电压恒定时，负载变化可等效为负载电流的变化，从而直接影响检测电流
，因此对于负载变化，是由PI调节器调节控制电压的同时，与电流的变化共同调整以保持输出电压的
恒定。
因此响应快，稳定性好，输出端电压基本无明显变化。
　　11.4.3 PFC电路相关参数设计　　1.功率器件选择根据前面章节对无桥PFC电路工作原理的分析，
当功率开关管导通时，与其同一桥臂上的二极管反向截止，流经开关管的电流为电感电流，二极管上
的反向电压为输出电压；当功率开关管关断时，与其同一桥臂上的二极管正向导通，开关管上的电压
为输出电压，流经二极管的电流为电感电流。
因此，在选择功率开关管和二极管时，其额定电压必须大于输出电压，额定电流必须大于电感电流的
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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