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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b串接放大器的计算机仿具分析

周洪道 华有年 周世惕

(激光技术教研室 )

摘 要

本文介绍利用计算机仿具的方法
,

对共
e 共 b

以及实施要求
。

李光盆

高频放大器进行定量分析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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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e 共 b 放大器
,

由于其良好的隔离特性
,

而被许多涉及高频电路的文章加以定性的介

绍
。

但 由于电路实际调试的困难
,

使其更广泛的应用受到限制
。

这就需要对电路进行深一步

的定量分析
,

但是用经典电路分析方法分析是有困难的
,

现试用近代代高频技术井用计算机

仿箕进行分析
,

以期获得定量的结果
。

有关近代高频技术方面的原理
,

测量及设计方法
,

蒲

本文于 16 8 生年 5 月 10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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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数 分 析

表 1 表 2 分别列出 742 厂生产的 F G o 24 高频晶体管在 50 ~ 2勃M H
z
频率下共 e

、

共 b

两种组态的 S 参数及性能量
。

表 1 F G O24 共 e
组态 S 参数 ( 厂

f (M
: ) 5 1 1 5 1 2

。 。
= 1 0厂

,
I

。
= 4 m A )

5 2 1 5 2 2 ` t

5 0 + 0
.

8 8 8 < 一 2 3
.

0 + 0
.

0 2 0 < + 8 5
.

0 + 1 0
.

9 9 2 < + 1 6 3
.

0 + 1
.

0 0 7 < 一 1 7
.

0 1 2 0
.

8

1 0 0 + 0
.

7 6 9 < 一 3 8
.

0 + 0
.

0 4 0 < + 7 4
.

0 + 9
.

7 3 7 < + 1 4 2
.

0 + 0
.

9 3 1 < 一 2 4
.

0 9 4
.

8

1 5 0 + 0
.

6 3 4 < 一 5 6
.

0 + 0
.

0 5 2 < + 7 1
.

0 + 8
.

2 0 7 < + 1 3 2
.

0 + 0
.

8 0 0 < 一 3 6
.

0 6 7
.

4

2 0 0 + 0
.

5 4 8 < 一 7 8
.

0 + 0
.

0 6 9 < + 6 8
.

0 + 8
.

2 4 7 < + 1 2 1
.

0 + 0
.

7 2 0 < 一 5 1
.

0 6 8
.

0

2 5 0 + 。“
婚 9 ` 一 g乡。 + .0 07 7 < + 6 6

·

仁 十界p“ “ < +1 .09 。 + 。
.

70 3 < 一 56 .0 50
.

。

性 能 量

f (M
之 ) A K G m U 2 i n Z o u t

5 0

1 0 0

12 1
.

9 0 3 一 0
.

1 7 0 / / + 2 3 5
.

9 7 8 < ` 7 3
.

1 + 3 3 4
.

4 7 7 < 一 9 1
.

3

9 5
.

6 7 7 0
.

1 6 6 / / + 1 3 5
.

9 3 1 < 一 6 6
.

7 + 2 3 1
.

9 6 1 < 一 8 0
.

0

//1 5 0

2 0 0

6 8
.

1 4 3

6 8
.

6 8 9

0
.

25 1 /

0
.

2 8 6 /

+ 8 7
.

2 8 4 < 一 6 0
.

4 + 1 4 5
.

7 0 1 < 一 6 9
.

1

+ 5 9
.

6 9 0 < 一 5 6
.

9 + 9 9
.

5别 < 一 6 6
.

8

2 5 0 5 0
.

7 9 8 0
.

3 8 3 / / + 4 9
.

3 4 2 < 一 4 9
.

3 + 8 9
.

7 5 1 < 一 6 6
.

6

表 2 F G O 24 共 b 组态 S 参数 ( 犷
。 。
一 10 厂

,
I

。
= 4阴 A )

j (M
z ) 5 1 1 5 1 2 5 2 1 5 2 2

5 0 + 0
.

7 1 4 < + 1 7 8
.

8 + 0
.

0 2 2 < + 8 7
.

0 + 1
.

7 0 0 < 一 2
.

4 + 1
.

0 0 6 < 一 2
.

6

1 0 0 + 0
.

7 1 9 < + 1 7 4
.

0 + 0
.

0 2 1 < + 1 0 2
.

0 + 1
.

7 0 6 < 一 5
.

9 + 1
.

0 1 4 < 一 4
.

0

G t

2
.

9

2
.

9

1 5 0 + 0
.

7 1 9 < + 1 7 3
.

0 十 0
.

0 3 6 < + 7 0
,

l + 1
.

6 9 1 < 一 8
.

3 + 1
.

0 1 0 < 一 6
.

9 2
.

9

2 0 0 + 0
.

7 6 4 < + 1 7 2
.

7 + 0
.

0 3 4 <二+ 6 8
.

6 + 1
.

7 3 if < 一 9
.

9 + 1
.

0 2 3 < 一 9
.

3 3
.

0

2 5 0 + 0
.

7 7 8 < + 1 6 9
.

4 + 0
.

0 4 2 < + 9 4
.

5 + 1
.

7 5 5 < 一 1 3
.

2 + 1
.

0 5 7 < 一 1 1
.

4 3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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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能 量

j(M 习 AK Go U Zi n Zou t

5 03
.

89 5一 0
.

3 0 4/ /+ 8
.

5 3 2 <+ 3
.

5+ 21 8 4
.

5 8 0 <一 9 7
.

8

1 0 03
.

9 3 8一 0
.

37 7 / /+ 8
.

59 3 <+ 7 1
.

3+ 1 4 03
.

7 6 0 <一 1 1 0
.

6

5 1 03
.

3 8 4 0
.

3 1 2/ /+ 8
.

7 1 2 <
一

卜 9 1
.

9 + 8 29
.

27 6 <一 9 4
.

7

2 0 0 4
.

0 0 6 0
.

0 6 2/ /+ 7
.

9 3 8 <+ 5 2
.

1+ 61 1
.

39 3 <一 9 8
.

0

25 0 4
.

15 2一 0
.

47 0/ /+ 7
.

7 6 6<+ 5 3
.

9 + 4 83
.

5 3 4 <一 5 1 0
.

8

不难看出
,

两种组态下 K值在频带内均小于 1 ,

即潜在不稳定
。

在这种条件下
,

不加适

当反馈或补偿网络而制成的放大器是不会稳定的
。

表 3 列出的就是由计算机仿其获得的这种

放大器的数据
,

电路是无法实现固有稳定的
。

表 3 无附加网络共
e 共 b 放大器 S 参数 ( 厂

。
= 24 犷 I

。
一 4 m A ) 电路图见图 3

f (M
二 ) 5 1 1 5 1 2 5 2 1 5 2 2 G t

5 0 + 0
.

7 5 2 < 一 0
.

2 + 0
.

0 0 1 < + 1 7 4
.

0 + 6
.

2 5 1 < + 1 7 8
.

1 + 1
.

0 2 4 < 一 1
.

2 3 9
.

1

1 0 0 + 0
.

7 7 1 < 一 1 1
.

1 + 0
.

0 0 2 < + 1 5 7
.

1 + 6
.

2 7 8 < + 1 5 6
.

2 + 1
.

0 3 9 < 一 3
.

2 3 9
.

4
、

1 5 0 + 0
.

6 0 8 < 一 1 8
.

0 + 0
.

0 0 3 < + 1 3 1
.

2 + 5
.

7 1 9 < + 1 4 5
.

9 + 1
.

0 4 9 < 一 7
.

7 3 2
.

7

2 0 0 + 0
.

5 0 8 < 一 3 9
.

0 + 0
.

0 0 4 < + 1 2 7
.

3 + 6
.

2 5 4 < + 1 3 8
.

6 + 1
.

0 7 5 < 一 1 1
.

5 3 9
.

1

2 5 0 + 0
.

4 4 2 < 一 5 6
.

6 + 0
.

0 0 4 < + 1 3 6
.

5 + 5
.

9 4 2 < + 1 2 3
.

7 + 1
.

0 9 9 < 一 1 3
.

4 3 5
.

3

性 能 量

f (M习 A K G m U Z i n 2 0 封 t

5 0 4 0
.

1 0 7 一 3
.

1 3 8 十 3 5 2
.

5 2 6
<之一 0

.

9 + 3 1 3 4
.

8 9 0 < 一 1 3 8
.

2

1 0 0 4 0
.

4 5 7 一 2
.

3 5 5 + 3 0 9
.

1 0 9
<

〔 一 3 6
.

2 + 1 4 6 4
.

9 9 0 < 一 1 2 4
.

4

1 5 0 3 3
.

7 4 9 一 2
.

3 0 9 + 1 7 2
.

0 5 5
<

之一 3D
.

8 + 7 0 3
.

9 1 3 < 一 1 0 9
.

8

2 0 0 4 0
.

2 4 2 一 2
.

6 6 1

2 5 0 3 6
.

4 9 3 一 3
.

6 3 5

/ /

/ /

/ /

/ /

/ /

+ 1 0 4
.

5 5 6
<

〔 一 4 0
.

7 + 4 6 6
.

7 0 0 < 一 1 0 9
.

8

+ 7 7
.

0 2 2 < 一 4 2
.

6 + 3 9 5
.

3 8 1 < 一 1 12
.

1

由表中 S
, :

易见
,

反向传输很小
。

电路的隔离性能已经显示出来了
。

下面我们着重来分析对隔离性起重要作用的共 b 组态
。

以往对于共 b 组态的分析
,

是由等效模型入手
,

对一些参数加以简化或给出假定值而获

得的
。

由此仅可导出正确的电路趋势
。

可是电路设计仅靠定性分析是不够的
。

由表 2 提供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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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

我们已经 明确知道了这种组态的频率特性
。

可还要注意到
,

共 b 组态的输入阻抗
,

其电

抗部分随工作电流的变化有着本质的改变
。

因此
,

要测量其在某频率下电流变 化 时 的 S 参

数
,

以求获得它的电流— 阻抗特性
。

表 4 列出 F G O24 在 2 5’0 M C 频率下的这一 特 性
。

在

其它频率下工作
,

也有类似性质
,

这里仅举此一例
。

表 4 F G 0 2 4 ( f = 2 5 0M H
z 厂

。 。
= 1 0 V ) S 参数

I ( m A ) 5 1 1 5 1 2 5 2 1 5 2 2 G t

5 + 0
.

2 9 1 < 一 1 1 3
.

4 + 0
.

2 7 0 < + 3 9
.

3 + 0
.

6 2 9 < 一 1 0
.

0 + 0
.

9 6 8 < 一 2 4
.

8 0
.

9

十 0
.

3 6 2 < 一 1 7 8
.

5 + 0
.

1 7 6 < + 4 4
.

6 + 1
.

2 5 2 < 一 1 3
.

7 + 0
.

9 9 9 < 一 1 9
.

6 1
.

6

1
.

5 + 0
。

4 7 4 < 一 1 78
.

5 十 0
.

1 4 9 < + 4 9
.

2 + 1
.

3 7 8 < 一 1 3
.

2 + 1
.

0 1 3 < 一 1 8
.

2 1
.

9

1
.

6 + 0
.

4 7 2 < 一 1 7 9
.

3 + 0
.

1 4 0 < + 5 0
.

9 + 1
.

3 93 < 一 1 3
.

8 + 1
.

0 1 7 < 一 1 8
.

0 1
.

9

1
.

6 5 + 0
.

4 9 Q< 一 1 8 0
.

0 + 0
.

1 2 4 < + 4 8
.

4 + 1
.

4 0 3 < 一 1 3
.

9 + 1
.

0 1 3 < 一 1 7
.

2 2
.

0

1
.

7 + 0
.

5 3 3 < + 1 7 6
.

4 + 0
.

1 0 1 < + 5 1
.

3 + 1
.

4 7 4 < 一 1 3
.

9 + 1
.

0 2 1 < 一 1 5
.

8 2
.

2

2 + 0
.

5 7 5 < + 1 7 2
.

2 + 0
.

1 0D < + 5 5
.

1 + 1
.

5 1 9 < 一 1 5
.

1 + 1
.

0 2 2 < 一 1 5
.

3 2
.

3

性 能 量

I ( m A ) G m 2 i n Z
o . t

5 1
.

6 7 2 0
.

5 1 5 / /

/ /

+ 4 0
.

2 7 1< 一 3 0
.

2 + 2 2 7
.

2 5 2 < 一 8 5
.

5

1 2
.

4 2 9 0
.

3 9 0 + 2 3
.

8 3 5 < 一 8
.

6 + 2 8 8
.

9 8 7 < 一 8 9
.

9

1
.

5 2
_

7 8 4 0
_

3 4 1 / // / + 1 7
.

8 7 1 < 一 1
.

8 + 3 1 2
.

2 8 8 < 一 9 2
.

4

1
.

6 2
.

8 3 9 0
.

3 0 9 + 1 7
.

9 2 8 < 一 0
.

8 + 3 1 4
.

6 6 8 < 一 9 3
.

2

1
.

6 5 2
.

8 6 7 0
.

3 3 6

/ /

/ / + 1 7
.

1 3 5 < 一 0
.

0 + 3 3 0
.

7 9 8 < 一 9 2
.

5

1
.

7 3
.

1 0 2 0
.

2 7 1 / / + 1 5
.

2 9 2 < + 5
.

3 + 3 6 0
.

4 5 5 < 一 9 4
.

4

2 3
.

2 3 5 0
.

2 4 3 / / + 1 3
.

9 2 9 < + 1 3
.

1 + 3 6 9
.

8 5 8 < 一 9 4
.

7

输入阻抗中电抗变化是明显的
。

由图 1 可更清楚的看出其从容抗向威抗的过渡
。

还耍注

意的是
,

输出阻抗在 I
。

> l m A 后
,

出现了负实部
。

( S
: :

> 1 )
。

从而对置端条 件提出了

严格的要求
。

这给电路设计和实现造成很大的困难
。

图 2 所示
,

为 2 5 OM H
:
频率下

,
I

。

~

4 m A 时输入输出阻抗的临界圆
。

通常
,

为获得 一个稳定的电路
,

不外乎避开不稳定置端或压缩不稳定区二种
。

前者是消

极的
。

由图 2 很容易看出
,

输出临界圆给 出的稳定置端已经很小了
。

在这种荷刻的条件下
,

耍想获得稳定的电路是很困难的
。

所以
,

应采用第二种方案
,

尽可能压缩不稳定区
,

消除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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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
,

从而获得可靠的稳定性
。

图 1 工作点对阻抗的影响 图 2 临界圆

三
、

电路仿真

1
.

电路模式

基本电路见图 3
。

通常采用的基本网络模式如图 4 中
。 、

b
、 C 所示几种

。

图 中所示 Z 网

络
,

可以是串联型或拜联型
,

如图 s a 、

b所示
。

元件则可以任选 R
、

L 或 C
。

若本电路

图 3

图 4

2
.

数学模型

对图 5 所示两种网络各 自的T 矩阵有

( 1 ) 串联
:

f
` +

令 臀1
[T l 一 } z , `

z
,

!
L 一了

上 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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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切L

R
。

其中
,

Z
了 =

1

。
] 甜 c

R

R
。

( 2) 井联
:

[ T ] {
一 Y ,

1
.

十 一二一

2

Y ,

2

Y
,

2

; Y
,

1 一 一二 -

Z {
R

。

j切 L

R
。

j田 e

R
。

R

..r̀老..1.、

一一Y中其
图 6 程序框图

对晶体管
:

测出其工作状态下 l〔S 〕
。

后
.

IS J
,

、 [ T 〕
,

[ S 〕
。

, [Y ]不定 , 〔 Y ]
。

, [T ]
。

放大器
:

模式 a :

[ T〕
、 = [ T l

, ·

[ T 〕
·

[T 〕。

b
: 〔7’ 〕* = 〔T 〕

·

〔T 〕
。 ·

〔T 」。 ·

〔T 〕
e :

[ T I
A = [ T 」

·

[T l
。 ·

[T ]
·

[ T 」。 ·

[T 〕

以后
,

由 [ T [
A

, [ S ]
人 。

由 〔S〕人 导出性能量
。

程序框图见图 6
。

程序中
,

模式的选择为图 4 所示
a ,

b
, c 三种任选

。

网络选择为图 5 所示
a ,

b 两种井可

任选 R
,

L
,

C 元件
。

每当确定一种方式和元件后
,

屏幕显示此网络条件下电路 的 主 要 性

能
,

以供分析
。

三
、

结 果 分 析

各种模式的串拜联网络中
,

以图 4 c
中之井联网络对 K 和 ` : 的影响最为明显

。

仿 其 证

明
,

对共 6 输入端
,

仅靠井联电阻以图既消除负阻效应又满足增益要求是不行的
。

表 5 所列

数据就是单纯井一只 2 00 口 电阻时
,

放大器的性能量
。

在 Z OOM H 二频率下
,

K < 1
,

显然这

一点是该放性能大器的峰值频率
。

这是在没有任何假设条件下的频率特性
,

所以是可信的
,

且这一峰值主耍取决于共 b 输入威抗和各种电容的谐振
。

因此
,

只耍降低这一电感的 Q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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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5 1 1

仅井联 2 00口 时放大器 S参数 (厂
C=

:

24犷

f (M
z) 5 1 2 5 21

I
。 = 4沉 A )

5 2 2 ` t

5 0 + 0
.

6 85 <一 1 8
.

1 + 0
.

01 5 < + 8 6
.

8 + 7
.

1 8 4<一 1 7 3
.

3 + 0
.

5 61 <一 1 6
.

510
.

6

1 0 0 + 0
.

9 6 3 <一 9 3
.

7 + 0
.

0 29 < + 7 6
.

2 + 6
.

9 8 3 < +1 5 5
.

4 + 0
.

51 7 <一 2 6
.

5
一

4 8
.

8

1 5 0 + 0
.

9 9 4 <一 5 2
.

6 + 0
.

0 3 7 < + 7 2
.

3 + 6
.

0 3 2 < +1 4 2
.

1 + 0
.

45 5 <一 4 2
.

1 3 6
.

4

2 0 0 + 0
.

4 6 6 <一 79
。

8 + 0
.

051 < + 7 0
.

2 + 6
。

3 0 6 < + :t 3 0
.

7 + 0
。

4 4 4 <一 59
。

94 3
。

8

25 0 + 0
。

4 3 0<一 9 4
。

3 + 0
。

05 8 < + 69
。

0 +5
。

4 7 4` +
一

L1 7
。

4 + 0
。

4 4 2 <一 5 6
。

3 3 0
。

0

性 能

j (M ) zA K G 0 U Z l’ n Z ou t

5 5 0 2
。

2 7 81
。

4 81 2 8 2
。

8 3 4 0
。

1 1 5 6 + 2 0 3
。

2 3 0 <一 3 8
。

7 +1 5 6
。

9 2 2 <一 2 4
。

2

1 0 0 49
。

5 3 21
。

0 2 61 9 3
。

1 1 2 0
。

1 5 29 +1 1 8
。

59 2 <一 6 4
。

0 +1 2 6
。

6 3 0 <一 3 2
。

2

1 5 0 3 6
。

8 0 21
。

2 8 8 7 6
。

9 5 6 0
。

1 0 8 6 + 8 4
。

9 4 7 <一 4 6
。

5 +9 4
。

0 8 8 <一 3 7
。

6

2) 0( 4 0
。

1 61 0
。

9 4 7 / / +59
。

6 7 3 <一 49
。

2 + 7 4
。

3 6 7<一 4 3
。

6

5 2 0 3 0
。

3 31 0
。

1 0 0 8 2
。

1 4 0 0
。

09 1 8 + 4 7
。

3 2 3 <一 4 6
。

5 + 6 8
。

82 8 <一 45
。

0

或用某一容抗抵消它
,

就会降低这个峰值
。

然而
,

仅靠降低井联电阻值达到降 Q的 目的
,

从而使峰值下降
,

这样电路增 盘 损 失 很

大
。

而仅靠寻找合适的电容来抵消威抗
,

也是相当困难的
。

所以
,

只有同时 采 用
,

互 相 取

长
,

从而获得稳定且较平坦的幅频特性
。

图 7 设计和实现电路

图 7 为依照上述设计思想设计的电路
,

它是由计算机仿具确定的
。

参数和性能见表 6

表 6 设计放大器 S 参数 ( 厂
。
一 2 4 V I

。 ~ 4 m A )

f (对
z ) 5 1 1 5 1 2 5 2 1 5 2 2 G t

5 0 + 0
。

2 6 2 < 一 2 0
。

1 + 0
。

0 0 0 < 十 1 74
。

7 + 4
。

1 1 9 < 一 1 7 4
。

8 + 0
。

2 9 5 < 一 3
。

1 1 7
。

0

10 0 + 0
。

2 7 5 < 一 4 3
.

1 + 0
.

0 0 0< 一 1 7 6
.

1 + 4
。

3 3 5 <
一

卜1 5 5
。

2 + 0
。

2 9 9< 一 4
.

8 1 8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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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上 表

1 5 0 + 0
。

2 2 1< 一 6 0
。

l + 0
。

0 0 1 < + 1 5 1
.

6 + 4
.

0 7 1 < + 1 4 3
。

0 + 0
.

3 0 6 < 一 9
.

9 1 6
。

6

2 0 0 + 0
.

2 2 6 < 一 8 0
.

0 + 0
。

0 0 1 < + 1 5 3
。

7 + 4
.

7 2 6 < + 1 3 5
。

6 + 0
.

3 1 4 < 一 1 3
。

3 2 2
。

3

2 5 0 + 0
。

2 5 0 < 一 9 7
.

1 + 0
。

0 0 1 < 一 1 7 9
。

7 + 4
。

4 1 8 < 十 1 2 1
。

0 十 0
。

3 3 4 < 一 1 4
。

5 1 9
。

5

性 能

f (M
z ) A K G 用 U 2 i n Z o u t

5 0 1 7
。

1 1 2 9 1 1
。

1 4 2 2 2
。

2 0 0 0
。

0 0 0 0 + 8 2
。

3 3 2 < 一 1 1
。

0 + 9 1
。

8 1 5 < 一 2
。

0

1 0 0 1 8
。

9 4 8 4 3 4
。

9 1 2 2 3
。

6 9 7 0
。

0 0 0 1 + 7 3
。

9 9 7 < 一 2 2
。

1 + 9 2
。

3 5 0 < 一 3
。

2

1 5 0 1 6
。

7 1 2 1 9 4
。

1 4 4 1 8
。

9 1 2 0
。

0 0 0 2 + 6 1
。

8 3 7 < 一 2 1
。

9 + 9 2
。

9 9 0 < 一 6
。

6

2 0 0 2 2
。

4 8 0 1 2 2
。

6 95 2 6
。

0 1 2 0
。

0 0 0 3 + 5 3
。

8 8 0 < 一 2 5
。

1 + 9 3
。

5 8 1 < 一 9
。

1

2 5 0 1 9
。

6 8 9 8 4
。

9 8 6 2 3
。

4 1 1 0
。

0 0 0 5 + 4 7
。

1 5 2 < 一 2 7
。

9 + 9 7
。

1 4 5 < 一 1 0
。

7

四 实 现

电路如图 7 所示
,

R l ,

R Z ,
C

,
R

。
是拜联进去的网络

。

由于这些元 件的介入
,

使 得

置端禁区消失
,

电路本身获得固有稳定
。

表 7 列出这个电路实例的 S 参数及导出的性能量
。

和表 6 参数比较
,

性能是较接近的
。

表 7 实现放大器 S 参数 ( 犷
。
~ 24 F I

C
= 4 m A )

f (M
z ) 5 1 1 5 1 2 5 2 1 S 2 2 G 。

5 0 + 0
.

2 5 9 < 一 4 3
.

0 + 0
。

0 0 1 < + 1 6 0
。

0 + 3
。

9 6 0 < + 1 7 6
.

0 + 0
。

3 4 7 < 一 1 2
。

0 1 5
。

7

1 0 0 + 0
。

1 6 6 < 一 5 6
.

0 + 0
.

0 0 1 < + 1 3 1
。

0 + 3
.

5 8 2 < + 1 3 1
。

0 + 0
。

3 2 3 < 一 7
。

0 1 2
.

8

1 5 0 + 0
。

1 1 2 < 一 8 9
.

0 + 0
.

0 0 3 < 一 1 1 2
。

0 + 3
.

1 1 4 < + 1 0 5
.

0 + 0
。

2 8 3 < 一 6
.

0 9
.

7

2 0 0 + 0
。

0 7 8 < 一 1 1 6
.

0 + 0
。

00 1 < + 1 6 5
。

0 + 2
.

8 0 9 < + 8 5
。

0 + 0
.

2 8 5< 一 1 1
。

0 7
。

9

2 5 0 + 0
。

0 5 9 < 一 1 7 0
。

0 + 0
。

0 0 4 < + 1 3 6
。

0 + 2
。

石4 7 < + 6 2
。

0 + 0
。

2 8 6 < 一 8
。

0 7
。

0

性 能

j (M
z ) A K G o U Z ` n Z o u t

5 0 1 5
。

8 5 9 7 7
。
1 4 8 1 9

。

13 1 0
。

0 Q0 6 + 7 2
。

4 3 9 < 一 20
。

7 + I QQ
。

8 56 < 一 9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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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
e
共 b 串联放大器的计算机仿真分析

1 0 0 12
。

9 6 1 1 62
。

8 5 1 1 4
。

72 2 0
。

0 0 02 + 6 0
。

0 3 1 < 一 1 5
。

8 + 9 7
。

0 8 4 < 一 5
。

0

15 0 9
。

7 8 7 5 0
。

75 6 1 0
。

6 7 9 0
。

0 0 03 + 5 0
。

1 9 3 < 一 1 2
。

8 + 8 9
。

0 9 0< 一 3
。

7

2 0 0 7
.

9 7 7 2 8 9
。

4 0 5 8
。

85 0 0
。

0 0 0 0 + 4 6
。

72 3 < 一 8
.

0

2 5 0 7
.

0 92 4 5
。

1 9 7 7
。

65 1 0
。

0 0 0 2 + 4 4
.

4 72 < 一 1
。

2

+ 吕色
.

6 92 < 一 6
.

7

+ 8 9
。

3 6 3 < 一 4
.

9

下面对实施工艺做些必要的说明
。

从表 6 看
,

K 》 1
。

应该说
,

实现是不会有困难的
,

但实际拜非完全如此
。

工艺稍有疏

忽
,

如晶体管腿稍长
,

电容引线稍长
,

或电源滤波不够彻底等均会引起电路不稳定
。

但这和

一般所说的电路 自激是有本质区别的
。

当设计电路的时候
,

K 就小于 1 ,

则不恰当的置端或其它影响均会造成电路 自激
。

在这

里
,

置端的选取起决定作用
。

往往工艺非常严格也不会使电路稳定
。

而当设计的电路已满足

K > 1 ,

则能够使电路不稳定的因素就仅取决于分布干扰
,

寄生反馈
,

电源退祸等等这些工

艺 问题了
。

为此
,

我们不妨把因工艺措施而引起的 自激称作工艺 自激
,

而把由于 K < 1 而存

在潜在不稳定所引起的 自激称作本征 自激
。

各种电路对于工艺 自激的敏咸度是大不相同的
。

一般单级深负反馈放大器对 此 较 为 迟

纯
,

因此比较容易实现
。

而共 e 共 b 放大器因没有深度负反馈而对此较为敏威
。

由表 7 可以

看出
,

在不同的频率下
,

K 值有较大的跳动
。

但 因设计确保了K 》 1 这个固有稳定的条件
,

所以只要保证一定的工艺精度
,

电路就可以满足设计的耍求
。

可见
,

在高频电路中
,

在确保

消除本征自激的前提下
,

杜绝工艺 自激是至关重耍的
。

由表 7 还可以看出
,

实现精度对高频

增盘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

表 7 中所列单向优值均满足 U 《 0
.

03
。

可见
,

电路的隔度是非常好的
。

这是这种电路的

最大特点
。

五
、

结 论

共 e 共 b 放大器在高频增益
,

特别是在隔离度上
,

与其它放大器相此
,

确有 相 当 的 优

势
。

但仅靠定性分析设计是很难得到确定的结果的
。

许多特性必须在给出定量结果后才可确

定
,

实现也才可能有明确 目标
。

同时
,

对于包括供电系统在内的电路实施工艺
,

都必须严格

控制
,

由此才可能实现电路的无调试生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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