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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复杂的*+!*,-./+01231456$电子系统中"采用传统的数值或实验方法"很难得到与电磁耦合相关

问题的实用结果#因此"提出了采用电磁拓扑!789$来分析复杂电磁环境中的电磁兼容!78:$问题#首先考虑

到*+电路中有源器件的非线性特性"采用了 ;<=:7二极管模型#然后对一个实际的功率检测电路进行了仿真

分析和试验#结果表明"基于789的78:分析方法是有效的"而且能够对系统的预测做出反应"可以用来分析

包含有源和无源器件的*+电子系统#

关键词%>?9方程#电磁兼容#电磁拓扑#非线性#有源器件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BC D)E)!!"&!!$&% D&%'B D&%

$$!E)' 年"在研究和评估电子系统对各种电磁

脉冲威胁的生存能力时"美国空军武器实验室的

:,0F7#>,3G&+#8#91H5I1等首次提出将拓扑学的

理论和方法应用于评估系统对各种电磁脉冲威胁

的生存能力"并取得了重要成果#:,0F7#>,3G是

在应用拓扑学分析和设计复杂电磁系统时提出电

磁拓扑 !7F15J0/G,K41J.59/L/F/K6$ 概念的"旨在研

究复杂系统中的电磁干扰耦合问题#!E)E 年":,0F

7#>,3G又提出了复杂系统电磁干扰问题的均匀

多导体传输线网络模型"并与9#M#?.3和+#8#91N

H5I1一起推导出电磁拓扑理论中著名的 >?9方

程#!EC! 年":,0F7#>,3G进一步完善了他的电磁

拓扑理论"并提出了用零管道长度逼近来分析屏蔽

拓扑模型"成功地把 >?9!>,3GD?.3 D91H5I1$方

程运用到电磁拓扑理论中"电磁拓扑理论逐步成熟

起来#!EC' 年"+#8#91H5I1提出了分析电磁干扰

问题的相互作用序列图"通过研究序列图的近似传

输函数"来估算系统深层相应点的感应电压和电

流'! D'(

#

!EC) 年"@O7*A把电磁拓扑方法应用在电磁

兼容中"通过实验和理论相结合"进一步完善了电

磁拓扑理论#为了更好地理解电磁与实际电子系统

的相互作用"他们改进现有的方法"预言了系统内

部关键节点处的电磁效能"并建立了进行宽带传输

线分析的数值编码))):*=<97#

"& 世纪 E& 年代"由于平行均匀多导体传输线

理论中的>?9方程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因此需要

对>?9方程作一些推广"也就是要研究非均匀多

导体传输线的理论#!EE" 年"O.JHI 和 :,0F7#>,3G

提出了分析非均匀多导体传输线理论的解析法#

!EEE 年"O.JHI给出了非均匀多导体传输线理论的

解析解#

"&&& 年以后"O.JHI的学生P,HH也从事非均匀

多导体传输线理论方面的研究工作"给出其数值计

算方法"并于 "&&' 年提出了电磁波沿均匀和非均

匀电缆的新的传输模型#近几年来">?9方程有了

更进一步的推广"新理论不仅适用于传输线模型"

还考虑了电磁场的耦合路径"甚至传输线的散射场

也被包含其中"方程的解不仅含有传统传输线模型

的负载响应"而且也涵盖了观察点处的电场响

应'!"' D%(

#

由于电子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现代电子系统

变得异常复杂#因此"通过缝隙和传输线相连接的

电磁耦合现象愈来愈多"从而对电路系统产生负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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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甚至造成严重事故#采用传统的方法来分析

复杂电路系统的 78:问题有其局限性"如计算机

主板这种模块化很复杂的系统'"")(

#完全采用波的

分析技术来分析复杂的电子系统相对精确些"但需

要很长的计算时间&详细的网格生成和大量的数

据'("C(

#另一方面"基于电路分析技术的仿真需要

的时间相对少些"但它没有考虑到外部的电磁场耦

合现象"因此准确性较低#此外"目标电路通常由各

种各样的无源和有源器件构成"而有源器件又具有

非线性特征"要确定各种器件之间的相互作用就变

得很困难#因此"有必要采用新的方法来分析复杂

电磁环境中的78:问题#

电磁拓扑正好提供了一种结构式的方法来描

述大的电子系统中电磁相互作用过程"即把系统的

相互作用通过每个单元的输入输出波形关系来描

述"即散射参数#因此"789要求更短的计算时间"

而且其准确性在高频时尤其有效#此外"对789来

说"把波分析和电路分析结合起来也是可能的#在

以前的文献中"提出了用 789方法分析仅包含无

源器件的 *+电路的#极少有人尝试采用 789来

分析非线性电路#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

789的仿真方法来分析复杂的包含有源和无源器

件的*+电路#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很好地与参考

数据相吻合"而且能对系统的预测做出反应''"E(

#

#-基于KLM的分析方法

#F#-基于KLM的电路模型分析-当把复杂的电

子系统采用单元分解进行 78:问题分析时"789

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技术#789的基本原理就是把

一个目标系统的复杂结构划分成一系列更小的单

元"这些更小的单元具有自己的特性"最后重构整

个目标系统#整个系统解的确定可以采用 >?9方

程#>?9方程的理论模型是多导体传输线网络模

型"由接点&管道和源构成#这种多导体传输线模型

包含多个节点!!

!

"!

"

"*"!

"

$&多个管道!#

!

"#

"

"

*"#

"

$和源$

%

"如图 ! 所示&图中接点表示电路中

的 "端口器件"如电阻器&电感器&电容器和二极

管"接点还可以表示网络中传输线的交叉点和终止

点#管道代表 " 个接点之间的连接线路#为了描述

接点和管道的特性"在 >?9方程中采用散射参数"

这些散射参数能够通过数值方法得到"如实验&模

拟或制造商的技术说明#电路中 " 个源之间的耦合

是用应用于管道的等效发生器来表示的'B"!&(

#

--图 #-包含多个器件和源的电路模型的拓扑网络

$$+.K#! 9I1J/L/F/K.5,F41JR/0S /T5.053.JG/-1FR.JI -1N

U.51H,4- H/3051

对于图 ! 所示的传输线网络模型"可以推导出其

>?9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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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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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结点电压超矩阵"表示网络拓扑

结构中各个结点的电压# !

!

"+

$

(

为单位超矩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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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结点散射超矩阵"可以通过测量或计

算的方法求得#!.

"+

!%$$

(

表示电压传输特性超矩

阵"该矩阵的具体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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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传输常

数"1为管道长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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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为该网络拓扑的结点个数#!$

%"

!%$$

(

表

示传输线上的分布源电压超矩阵"通过下列式子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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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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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表示沿管道的"个方向#!5

0"+

$表示管道的

特性阻抗#!'3

%"

$"!63

%"

$ 分别表示该管道上的分布

电压源和分布电流源&

可以看出对于式!!$ 所表示的传输线网络"只

要确定了散射超矩阵和分布源超矩阵就可以唯一

确定该网络拓扑各个结点的电压!电流$&因而"求

解传输线网络拓扑的关键就是确定该拓扑结构各

个管道上的分布源以及散射超矩阵&通常而言"对

于分布源的确定"可以通过传输线理论和场线耦合

理论进行分析"较易于确定"重点则是确定结点的

散射超矩阵&

对于传输线网络拓扑的散射超矩阵"根据多导

体传输线上各个结点的M.005I/TT电流定律"可以得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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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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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管道上第 "根导体上的电流#将!"$ 式写为矩

阵形式"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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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 由于在同一接点处导体的电压相同

!M.005I/TT电压定律$"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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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成矩阵形式可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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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散射矩阵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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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结点电压等于该结点上散射波电压和入射波

电压和的一半"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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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推导"可以得出各个结点的散射矩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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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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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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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管道#

8"9

:

的第!

8

根导体的特

性导纳矩阵&

通过!($ 式即可计算出传输线网络拓扑各个

结点的散射矩阵"进而得到整个网络拓扑的散射超

矩阵&得到了该网络拓扑的散射超矩阵和分布源超

矩阵以后"便可以计算出整个传输线网络拓扑各个

结点的电压!电流$

'!!(

&

为简化计算和分析"我们用图 " 来得到简单的

二端口网络情形下的>?9方程#图 " 表示接点!图

"!,$$ 和管道!图 "!V$$ 之间的入射波和反射波#

基于上述方法"其散射参数就可以用式!'$ 和!B$

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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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整个网络的耦合关系"其 >?9方程就

可由式!%$ A!C$ 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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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C$

其中" '

%

( 为传输超矩阵" ',( 为散射超矩阵"

''

,

( 为超向量"''!1$( 为入射波矩阵"''!&$( 为

反射波矩阵"'6( 为单位阵&这些矩阵可以通过重

构更小单元的散射参数来确定&这样"就可以得到

每个接点上的电压和电流响应&>?9方程就可以把

拓扑网络上的所有联系和耦合描述出来&

图 !-二端口网络上的波的表示

+.K#" 9I1R,U101L01H14J,J./4 /TJR/L/0J41JR/0S

##!-有源器件的模拟-在拓扑分析中"构成总体

电路的所有元器件的散射参数可以用不同的方法

得到#对于包含无源器件的电路来说"文献''(提

出了一种方法#然而有源器件具有非线性特征"因

此传统的方法就存在局限性#

本文提出采用一种新的二极管 ;<=:7模型来

获得散射参数#;<=:7二极管模型如图 ( 所示#

;<=:7模型中使用的参数可以从 %&& W)&& 8PX

时"其动态特性用非线性电容器 ?

B

和串联电阻器

C

,

来模拟"C

,

表示寄生电阻&在这个模型中":

B

为

二极管电流"'

B

为二极管电压'%(

#

为了观察对器件工作产生的各种不利影响"寄

生器件!如 ?A@":A:和 ?:@$都放置在 ;<=:7二

极管模型芯片的周围#;<=:7二极管模型就可以代

替拓扑图中的 ! 个接点二极管#

图 ' 所示为模型二极管 >A9%" D&"Y的散射

参数#图中"实线为制造商技术说明给出的散射参

数参考幅值"虚线为相位"实心圆为采用 ;<=:7模

型得到的散射参数幅值"空心圆为相位#可见"

;<=:7模型的散射参数与制造商给出的参数吻合

得相当好"说明采用这种方法来模拟有源器件是有

效的#

图 $-包含寄生器件的二极管/P.)K模型

+.K#( 9I1;<=:7G/-1FR.JI ,L,0,H.J.5-1U.51-./-1

图 &-二极管模型QRM%! +"!S的散射参数

+.K#' 9I1H5,JJ10.KL,0,G1J10H/T-./-1G/-1F>A9%" D&"Y

!-数值仿真和试验结果

为了论证本文提出的方法"我们考虑一个共面

波导!:<Y$电路"电路包括低噪声放大器!?OA$&

二极管和几个 *"?":器件#?OA型号为 8ZAD

C)B%(!安捷伦生产$"二极管型号为>A9%" D&" Y

!英飞凌生产$#我们先把分析模型经过仿真"然后

把得到的仿真结果与实测结果进行比较#图 B 是模

型的电原理图"图 % 是根据原理图得到的拓扑图#

电路由 ! 片?OA&! 个二极管和若干个*?:元件构

成#

在基于789的仿真中"相互作用机制可用图

% 来描述"采用拓扑方法来分析接点和管道上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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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耦合作用#为了分析接点上电磁耦合的相互作

用"所有电路器件的散射参数从技术说明和仿真中

获得"然后通过>?9方程"就可以得到接点上的电

压和电流响应#

图 ) 所示为采用 789得到的 ?OA的输入电

压响应"其输入功率分别为 & ->G和 !& ->G#当输

入功率为& ->G时 "*+的对地输入电压在! #B

--图 '-包含T*R%二极管和NT)器件的分析模型电原

理图

$$+.K#B 9I1-1U.51G/-1F1F15J0.5,FH5I1G,J.5-.,K0,GR.JI

JI1-1U.51H/T?OA#-./-1,4- *?:

ZPX时大约为 ! [#当输入功率为 !& ->G时"*+的

对地输入电压在 &#C W"#" ZPX之间大于 ! [#由于

制造商给出的 ?OA的 *+对地最大输入电压为 !

["则对?OA的影响在输入功率为 !& ->G时就可

以预测"这一点通过实验结果得到了证实#

图 C 所示为输入功率为 & W'& ->G时通过实

验得到的二极管的输入电压结果#当输入功率大于

!& ->G时"二极管输入电压低于输入功率为 & ->G

时的输入电压#特别是当输入功率为 '& ->G时"输

入电压就无法测试"因为 ?OA在 !#B ZPX时已经

被烧毁#我们还发现"当输入功率大于 !& ->G时"

就会出现故障#这些结果跟模拟结果是相同的#通

过这种方法"就可以预测电磁干扰 78=源的幅值

对电路性能的影响#

$-结-论

本文提出了采用789对包含有源器件的*+

图 %-分析模型的拓扑图

+.K#% 9I1J/L/F/K6/T,4,F6H.HG/-1F

--图 1-输入功率为 " GQU和 #" GQU时采用 KLM得到

的T*R的NO输入电压响应

$$+.K#) 9I1*+.4L3JU/FJ,K101HL/4H1RI14 789.H3H1- .4

JI15/4-.J./4 /T& ->G.4L3JL/R10,4- !& ->G

--图 0-当输入功率为 " GQU##" GQU#!" GQU和 &" GQU

时通过实验得到的功率检测电路的二极管输入

电压

$$+.K#C 9I15.053.J/T.4L3JU/FJ,K1RI14 JI1.4L3JL/R10/T&

->G"!& ->G""& ->G,4- '& ->G.H/VJ,.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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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的78:进行研究#在本研究中"不仅对一个具

有内部电压源的电路进行了研究"而且采用 789

对外部场的耦合也进行了研究#对于二极管的非线

性作用"我们把 ;<=:7二极管模型应用到 789方

法中#从拓扑模型得到的结果与仿真和试验得到的

结果吻合得相当好#因此"采用这种分析方法来预

测频率响应对电路性能的干扰是完全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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