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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Wireless Charging System Based on Double-T-type Compensation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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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realize constant output voltage of wireless charging system for electric vehicles，a wireless

charging system for electric vehicles based on double-T-type compensation network was proposed. Without adding

closed loop control circuit and dynamic tuning circuit，the system could realize constant output voltage characteristic

and unity power factor input characteristic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designing compensation network. Firstly，the

equivalent model of wireless charging system for electric vehicles with double-T-type compensation network was

built，and constant output voltage characteristic and unity power factor input characteristic of system were analysed，

then the general system design method was given. Finally，the feasi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oretical analysis was

verified by experi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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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实现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的恒压输出，提出一种基于双T型补偿网络的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

统，无需加入闭环控制电路和动态调谐电路，通过对补偿网络的设计即可实现系统输出电压，具有负载无关

性，且系统同时具有单位功率因数输入特性。首先建立了双 T型补偿网络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的等效模

型，并分析了系统的恒压输出特性与单位功率因数输入特性，接着给出了系统一般性设计方法，最后通过仿真

和实验验证了理论分析的可行性及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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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能源危机以及环境污染日益加

剧，电动汽车（electric vehicles，EVs）因其高效、节

能和环保等优点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1］。目前，

电动汽车充电方式主要包括有线充电与无线充

电两种。相比于有线充电，无线充电没有机械磨

损、无接触损耗，具有安全可靠、供电灵活等优

点［2-3］。感应耦合电能传输（inductively coupled

power transfer，ICPT）技术已经成为无线电能传

输（wireless power transmission，WPT）的 主 流

技术之一，在短距离条件下可实现大功率、高效

率能量传输，电动汽车无线充电通常采用 ICPT

技术［4］。

ICPT 系统实现无线电能传输的核心元件是

磁路耦合机构。因为原副边气隙较大，磁路耦合

机构的本质为松耦合变压器。相比于紧耦合变

压器，其具有励磁电感小、漏感大的缺点，会带来

较大的无功功率。过大的无功功率会增大供电

电源的容量，增加器件应力和线路损耗，为系统

的设计和实际运行带来很大的困难，这就需要

采用电容对磁路耦合机构的励磁电感与漏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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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补偿，以提高系统输出功率和传输效率，同时

补偿网络直接影响着系统特性，因此对补偿网

络的研究成为 ICPT系统理论研究和工程应用的

热点。

电动汽车 ICPT 系统要求具有恒压输出特

性，一种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设计系统的补偿网

络使系统自然获得上述特性，这种方法不需加入

动态调谐电路、闭环控制电路，既简化了系统结

构、节约了系统成本，又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

文献［5］基于S/S补偿提出一种自激控制策略，使

ICPT系统实现动态负载下输出电压恒定，但系统

输入相角随负载变化明显，不具有单位功率因数

特性。文献［6］以P/S补偿的 ICPT系统为研究对

象，使系统在设计的参数约束条件下具有恒压恒

频特性，但系统不能在全负载范围内实现恒压输

出。文献［7］基于 π型补偿网络使输出电压具有

负载无关性，但系统采用电流型逆变电路，需要

串联大电感，造成系统复杂度高、体积大。文献

［8］基于双 LCL 补偿网络，对副边 LCL 网络加以

改造，在其输出端并联电容，通过参数设计实现

动态负载下输出电压恒定，但系统所需谐振元件

多、效率不高，而且参数设计复杂。

针对现有补偿网络使电动汽车 ICPT系统在

动态负载下保持恒压输出特性方面的不足，本文

基于双T型补偿网络进行研究。该补偿网络使得

系统输出电压具有负载无关性，且系统同时具有

单位功率因数输入特性，有利于提高电动汽车

ICPT系统的控制稳定性与功率传输能力，为电动

汽车 ICPT系统的方案设计提供参考。

1 双 T型补偿网络的系统等效模型

与特性分析

1.1 双T型补偿网络的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

等效模型

图 1为基于双T型补偿网络的电动汽车无线

充电系统电路图。图 1中，Udc为直流电压源；S1～

S4 为开关管 MOSFET；D1～D4 为其反并联二极

管；Lσ1，Lσ2和 Lm分别为磁路耦合机构原边漏感、

副边漏感和励磁电感；原边补偿网络仅包括原边

补偿电容 Cp，副边补偿网络包括副边补偿电容

Cs1，Cs2和 1 个电感 Ls；整流二极管 D5～D8与滤波

电感 Lf、滤波电容 Cf构成整流滤波电路；uin，iin分

别为逆变桥输出电压、电流；ip，is分别为发射线圈

电流和接收线圈电流；uo，io分别为整流桥输入电

压、输入电流；RL为系统负载电阻；UL，IL分别为负

载电阻两端电压、两端电流。

图1 基于双T型补偿网络的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电路图

Fig.1 Circuit diagram of wireless charging system for electric vehicles based on double-T-type compensation network

为简化分析，仅考虑逆变输出电压基波正弦

分量，可将逆变电路及其之前的电路部分等效为

理想交流电压源 uin；根据功率守恒定律，可将整

流电路及其后的电路部分等效为负载电阻 R［9］。

此时图1所示的系统电路图可等效为图2。

常见的 T 型补偿网络主要有 CLC 和 LCL 两

种。众所周知，T型补偿网络具有阻抗变换特性

和电压源电流源的互易性。下面本文将通过对

混合双 T型补偿网络的特性分析与设计，使系统

在动态负载下具有恒压输出特性和单位功率因

数输入特性。为分析直观，当满足下 2式时可将

图2转化为图3。

jωLσ1 +
1

jωCp

=
1

jωCeq1
（1）

jωLσ2 +
1

jωCs1

=
1

jωCeq2

+ jωLs1 （2）图2 系统等效电路图

Fig.2 System equivalent circuit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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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ω为系统工作角频率；Ceq1为Cp与Lσ1支路的

等效电容；Ceq2为Cp与Lσ2支路的等效电容。

由图 3 可以看出，系统谐振网络包括 2 个 T

型补偿网络，电容 Ceq1、励磁电感 Lm和电容 Ceq2构

成 CLC 电路，为第 1 个 T 型补偿网络；电感 Ls1、

电容 Cs2和电感 Ls构成 LCL电路，为第 2个T型补

偿网络。

1.2 双T型补偿网络的系统特性分析

1.2.1 输出恒压特性分析

如图 3所示，根据诺顿定理，电压源 uin与电容

Ceq1串联可变换为电流源 iin与电容 Ceq1并联，图 3

变化为图4。

设谐振角频率为ω0。电容Ceq1与励磁电感Lm

发生并联谐振，即系统工作角频率ω满足下式

时，Ceq1与Lm相当于断路，图4可以简化为图5。

ω =ω0 = 1/ LmCeq1 （3）

此时电流源 iin为

iin = uin jω0Ceq1 （4）

经过理想变压器可求得副边电流 is为

is =
N1

N2

iin =
N1

N2

uin jω0Ceq1 （5）

副边电流 is流过电容Ceq2与电感Ls1，图 5可进一步

简化为图6。

如图 6所示，根据戴维宁定理，电流源 is与电

容Cs2串联可变换为电压源 us与电容Cs2串联，图 6

变化为图7。

电容 Cs2与电感 Ls 发生串联谐振，即系统工

作角频率ω满足下式时，Cs2与Ls相当于短路。

ω =ω0 = 1/ LsCs2 （6）

此时系统输出电压uo为

uo = us = is

1

jω0Cs2

=
N1

N2

uin

Ceq1

Cs2

（7）

由式（7）可以看出，对于磁路耦合机构原副边线

圈匝数比 N1：N2确定的系统，系统输出电压 uo 仅

与输入电压 uin、补偿电容Ceq1和Cs2 有关，与负载

电阻R无关，系统输出电压具有负载无关性。

1.2.2 单位功率因数输入特性分析

根据上文的分析，当系统工作角频率ω满足

式（3）、式（6）时，可实现动态负载下输出电压恒

定，下一步需要使系统同时具有单位功率因数输

入特性，即系统输入总阻抗Zin呈纯阻性。

由图3可求得AB节点两端输入阻抗ZLCL为

ZLCL = jωLs1 +
1

jωCs2

// ( jωLs + R ) （8）

根据LCL电路的特性分析［10］，当满足下式：

ì
í
î

Ls1 = Ls

ω =ω0 = 1/ Ls1Cs2
（9）

此时AB节点两端输入阻抗ZLCL为
ZLCL = ω2

0 L2
s1 /R （10）

图3可转化为图8。

图3 混合双T型补偿网络系统等效电路图

Fig.3 Equivalent circuit diagram of hybrid double-T-type

compensation network system

图4 系统诺顿等效电路图

Fig.4 Norton equivalent circuit diagram of system

图5 系统初步简化等效电路图

Fig.5 Preliminarily simplified system equivalent circuit diagram

图6 系统进一步简化的等效电路图

Fig.6 Equivalent circuit diagram of further simplified system

图7 系统戴维宁等效电路图

Fig.7 Thevenin equivalent circuit diagram of system

图8 副边参数被折算到原边的系统等效电路图

Fig.8 System equivalent circuit diagram with secondary

side parameters is converted to primary 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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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CLC电路的特性分析［11］，当满足下式：

ì

í

î

ï
ï
ï
ï

Ceq1 =
N 2

2

N 2
1

Ceq2

ω =ω0 =
1

LmCeq1

（11）

此时 AB 节点两端输入阻抗，即系统总的输入阻

抗Zin为

Z in =
N 2

2 Lm R

N 2
1 ω

2
0 L2

s1Ceq1

（12）

由式（12）可知，系统总的输入阻抗Zin在动态负载

下虚部为 0，始终呈纯阻性，系统具有单位功率因

数输入特性。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当系统满足下式时，系

统输出电压具有负载无关性，且系统同时具有单

位功率因数输入特性。

ì

í

î

ï
ïï
ï

ï
ïï
ï

Ls1 = Ls

Ceq1 =
N 2

2

N 2
1

Ceq2

ω =ω0 =
1

LmCeq1

=
1

Ls1Cs2

（13）

总结以上分析过程，可得到基于双 T型补偿

网络的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研究参数设计方

案如图9所示。

2 仿真和实验验证

为验证前文理论分析的可行性与有效性，本

文搭建了基于双T型补偿网络的无限充电系统的

仿真模型和硬件电路进行验证，系统参数如下：

Udc=48 V，Lσ1=91.84 μH，Lσ2=91.63 μH，Cp=0.47 μF，

Cs2=1.47 μF，Rp=0.19 Ω，f0=20 kHz，Lm=42.83 μH，

N1∶N2=1∶1，Cs1=0.69 μF，Ls=43.08 μH，Rs=0.19 Ω。

由前文分析可知，当系统工作在谐振角频率

ω0下时，系统输出电压具有负载无关性，且系统

具有单位功率因数特性，因此本系统适合采用恒

频控制策略，相比于变频控制，恒频控制更为简

单易行、可靠稳定，最终选取系统谐振频率 f0为

20 kHz。

本文在仿真和实验时未接入整流滤波电路，

直接在副边补偿网络输出端接负载电阻进行实

验验证。

负载电阻为10 Ω和30 Ω时，系统输出电压uo

稳态波形分别如图 10和图 11所示。负载电阻从

10 Ω突变到 30 Ω时系统输出电压 uo与输出电流

io波形如图12所示。

由图 10 和图 11 可以看出，稳态时不同负载

电阻下系统输出电压幅值保持不变；由图 12可以

看出，当负载电阻突变时，系统输出电压略微发

生波动后又快速恢复到原值，恒压输出特性良

好。结合输出电压稳态与突变情况可说明本系

统输出电压在稳态、瞬时情况下均具有良好的负

载无关性，与理论分析相一致。

负载电阻分别为 10 Ω和 30 Ω时，系统逆变

器的输出电压 uin与输出电流 iin分别如图 13 和图

14所示。

图9 双T型补偿网络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设计流程图

Fig.9 Design flow chart of wireless charging system for electric

vehicles based on double-T-type compensation network

图10 负载电阻为10 Ω时系统输出电压稳态波形

Fig.10 System output voltage steady state waveforms

when load resistance is 10 Ω

吴华杰，等：基于双T型补偿网络的无线充电系统研究

116



电气传动 2020年 第50卷 第8期

由图 13 与图 14 可以看出，在不同负载电阻

下系统逆变器输出电压 uin与输出电流 iin都保持

同相位，说明系统在不同负载下始终具有单位功

率因数输入特性。

综合上述仿真和实验过程，验证了当系统工

作在谐振角频率时，动态负载下系统输出电压恒

定，且系统同时具有单位功率因数输入特性，与

理论分析相吻合，证实了本文理论分析的正确性

与有效性。

3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双T型补偿网络的电动

汽车无线充电系统，并对其特性进行了深入研

究。不需要增加闭环控制电路和动态调谐电路，

当系统谐振时即可实现系统输出电压负载无关

性以及单位功率因数输入特性；根据特性分析过

程给出了系统一般性设计所需的流程图；通过仿

真和实验验证了理论分析的正确性与有效性。

图11 负载电阻为30 Ω时系统输出电压稳态波形

Fig.11 System output voltage steady state waveforms

when load resistance is 30 Ω

图12 负载电阻从10 Ω突变到30 Ω时

系统输出电压与输出电流波形

Fig.12 System output voltage and output current waveforms

when load resistance changes from 10 Ω to 30 Ω

图13 负载电阻为10 Ω时逆变器

输出电压与输出电流波形

Fig.13 Output voltage and output current waveforms

of inverter when load resistance is 10 Ω

图14 负载电阻为30 Ω时逆变器

输出电压与输出电流波形

Fig.14 Output voltage and output current waveforms

of inverter when load resistance is 30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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