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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P电源的典型设计

王廷银

�(福建师范大学物理与光电信息科技学院福州 �3�5�0�0�0�7�)

摘要介绍了�D�S�P的电源设计方案，并对电源芯片�T�P�S�7�0�3�5�1的特点和应用进行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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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采用的是�P�M�O�S管，好象在电路中串上一个

�1 引 言
�_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_�_一�I�V。

在现代通讯设备中，容量的增加、功能的扩展等都

造成电源班率大大增加，�E�M�I、防干扰、防止浪涌等其

它问题也随之出现。一个良好的产品在设计之初，就必

须从整体上考虑电源的�E�M�I、防干扰、浪涌、瞬态保护

及散热等重要因素，因此电源设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环节。

在实际设计中，设备的整体供电大多采用开关电

源；而相对于每一块电路板或每一片重要芯片�(如

�F�P�G�A、�D�S�P�)的供电则需要电压调节器，它主要包含开

关型、并联型和线性调节器。开关调节器的效率较高，

但其本身具有一定的开关噪声，从而会从电源的输入

端产生差模与共模干扰信号。线性／并联型调节器的低

噪声和简单性使它相对于开关调节器更有吸引力。最

简单的电压调节器是并联型调节器，它通过调节流过

电阻的电流，使输入电压下降到一个稳定的输出电平。

线性调节器的输入电流接近于输出电流，它的效率�(输

出功率除以输入功率�)接近于输出／输入电压比。因此，

压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性能，因为更低的压差意味着

更高的效率。�L�D�O�(�L�o�w�D�r�o�p�o�u�t�)线性稳压器的低压

差特性有利于改善电路的总体效率，这里采用的就是

�I，�D�O线性稳压器，原理结构如图�1所示。

图�1原理结构图

低值的电阻。流过�Q�1的电流与负载基本一样，�Q�1是个

压控元件，静态电流非常小。当�V。下降时，通过控制器

增加�V刚使�Q�1的电流增大，至使�V。上升；当�V。上升

时，通过控制器减少�V。使�Q�1电流减少，至使�V。下

降，从而达到稳定�V。值。

�2�D�S�P电源设计方案

扩频单元的电路板由总体设备统一提供�1�2�V和

�+�5�V直流电源。在设计中，用�1�2�V经过稳压变成�5�V

和�+�3．�3�V，给中频、�A／�D、�D／�A和时钟等模拟电路供

电，而利用十�5�V经过�L�D�O�(低压差线性稳压器�)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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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F�P�G�A及�D�S�P等数字电路供电。这样，对模拟和数

字两种电路的供电进行了隔离，从而减轻了相互之间

的串扰。

虽然�D�S�P不要求内核电源硼�T幻电源之间有特

殊的上电顺序，但是假如有一个电源低于正常的工作

电压，设计时就要确保没有任何一个电源在这个时间

段处于上电状态，如果违反此规则，将严重影响器件的

长期可靠性。另外，从系统级考虑，总线竞争就要求按

顺序上电。这种情况下，内核电源的上电就应当同步或

提前于�I／�o控制器。讲究供电次序的原因在于：如果只

有�C�P�U内核获得供电，周边�I／�O没有供电，对芯片是

不会产生任何损害的，只是没有输入／输出能力而已；

如果反过来，周边�I／�o得到供电而�C�P�U内核没有加

电，那么芯片缓冲／驱动部分的三极管将在一个未知状

态下工作，这是非常危险的。在有一定安全措施保障的

前提下，允许两个电源同时加电，两个电源都必须在

�2�5�m�s内达到规定电平的�9�5％。鉴于低噪声和简单性

等因素，采用�T�I公司的�T�P�S�7�0�3�5�1型�L�D�O线性稳压

器对�F�P�G�A和�D�S�P的供电。

�3 �T�P�S�7�0�3�5�1芯片概述

�T�P�S�7�0�3�5�1系列是�T�I公司专门为�D�S�P、�A�S�I�C和

�F�P�G�A等芯片供电而设计的�L�D�0线性稳压器。它提供

双路独立稳压输出，且具备电压监测复位�(�S�V�S�)、手动

复位、使能控制以及可编程上电顺序等功能，特别适用

于�D�S�P芯片的供电。其引脚功能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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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T�P�S�7�0�3�5�1引脚功能图

�T�P�S�7�0�3�5�1系列的主要特性如下：

双路独立稳压输出；

可选择的上电顺序；

第一路稳压输出电流达�1�A，第二路稳压输出电流

可达�2�A；

快速的瞬态反应；

�1�2�0�m�s的复位延迟；

第一路稳压输出的“电源准备好”�(�P�o�w�e�r�G�o�o�d�)

指示；

极低的静态电流�(典型值为�1�8�5�p�A�)；

待机状态的输入电流仅�1肛�A；

低噪声输出，没有旁路滤波电容时�V�R�M�S为

�7�8肛�V；

快速输出电容放电功能；

两路手动复位输入�(由�M�R�l、�M�R�2高低电平控

制�)；

�2％精确度的过载和；过热监测极低输入电压时锁

定输出功能�(�U�V�L�O�)；

过热保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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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D�S�P典型供电电路

�4基于�T�P�S�7�0�3�5�1的�D�S�P典型供电电路

具体�D�S�P典型供电电路如图�3所示。�V椰�n输出的

图�4电平逻辑图

�3．�3�V供给�I／�O，�V。输出�1．�8�V供给�C�O�R�E�(内核芯

片�)。为保证�D�S�P电路可靠工作，�S�E�Q接到高电平，使

�V。。超前于�V。。�E�N是使能端，在开机使用时他们电

平逻辑波形如图�4所示。�V。。和�V。。在都上升�9�5％后

�N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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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l从低电平变为高电平，表示电源已准备好。从�T�1

后的�1�2�0�M�S时�R�E�S�E�T从低电平变为高电平，对系统

进行复位。

�5�T�P�S�7�0�3�5�1的使用效果和散热问题

�T�P�S�7�0�3�5�1是新一代的集成电路稳压器，是一个

自耗很低的微型片上系统�(�S�o�C�)，具有极低的自有噪

音和较高的电源纹波抑制�P�S�R�R�(�P�o�w�e�r�s�u�p�p�l�y�r�i�p�p�l�e

�r�e�j�e�c�t�i�o�n�)。此外，其小封装尺寸以及电压监测和复位

延迟等功能，使得�D�S�P的供电设计变得更简单和方

便，实际使用效果也不错，满足�D�S�P和�F�P�G�A的供电

要求。

不过，由于线性电源固有的效率较低的缺点，需要

对�T�P�S�7�0�3�5�1的散热问题进行仔细考虑。一般来说，

�T�P�S�7�0�3�5�1对�P�C�B板有最小的散热面积要求，并且随

着散热面积的减小，其所能忍受的内部消耗功率的极

限值�P。。随之降低，其计算公式为：

�P�{。。。。。，�)�=＼�{�r�a�c�{�T�{�J一�)一�T—�A�)�{�R一�{�J。�)�)�(�1�)

其中，�T。。为节点最大允许温度�(绝对极限值可达

�1�5�0℃，一般以�1�2�0�C计算�)，�T。为环境温度，�R，。为从节

点到环境的等效热阻。

而�T�P�S�7�0�3�5�1内部所消耗的功率可按下式计算：

�T�P�S�7�0�3�5�1的散热设计可从两个方面人手：提高

�P。。。㈣和降低�P。。。，，由于�T�m。、�T。、�V。和�I。都是给定

值，所以，只有降低输入电压�V。和减小节点到环境的

等效热阻�R，。两种方法。

虽然在典型应用电路中，两路输出电压�(�1．�8�V和

�3．�3�V�)都共用�5�V输入电压，为减小芯片功耗，可采用

分开供电的方式。按照数据手册，最小输入电压为

�2．�7�V或�V。。。，加�1�V，这样�1．�8�V输出采用�3�V左右输

入电压、�3．�3�V输出采用�5�V输入电压，可极大地降低

功耗，提高电源效率。

按照传热学的原理，热传递可分为三个基本方式，

即热传导、热对流和热辐射。节点到芯片表面主要靠热

传导，而芯片表面到环境则主要靠热辐射和热对流，前

者由芯片内部的结构决定，不能改变，我们采取的措施

主要针对后者。所以，可通过增加�P�C�B板上散热面积、

贴装散热器和增加抽风等措施来减小等效热阻�R，。的

值。

�6结束语

上述方案本人已在�D�S�P单元中实现。在散热问题

上有点讲究，但经过处理后，已顺利通过烤机及高低温

试验，此设计方案还是比较成功的。

�P�D�(�t。�t�a�l�)一�(�V�I～�V�o�)�*�I�o�+�V�I�*�I�Q�(�2�)

其中：�V。为输入电压，�V。为输出电压，�I。为输出电流，

�I。为静态电流。由于�T�P�S�7�0�3�5�1的静态电流�I�Q很小，所�1

以上式可近似表示为：

�P�D�(�t�o�t�a�l�)一�(�V�l—�V�o�)�*�I�o�(�3�)
‘

一般要求�P�D�(�t。�t�a�l，≤�P�D�(�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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