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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ACPL-32JT隔离光耦驱动芯片高集成度所带来的驱动隔离电源输出电压偏差大、不可调的问

题，对其实际应用的电路参数进行了修正。通过对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IGBT）门极驱动导通电压的测试验

证，证明了修正后的电路能够有效地解决输出电压偏差大的问题，使电机控制器在批量生产过程中的稳定性

与可靠性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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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large variation range and non-adjustable of the output voltage while

the isolated optocoupler driver chip ACPL-32JT is highly integrated in drive circuit，a modification strategy was

proposed by optimizing the circuit parameters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 Through the test on the turning-on voltage of

insulated gate bipolar transistor（IGBT），it is proved that the modified circuit can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oblem of

large output voltage deviation，the stability and reliability of motor controller in mass production were effectively

guarant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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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祥根，等

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insulated gate bipolar
transistor，IGBT）作为新一代全控型电力电子器

件，在交流变频器、伺服驱动器、大功率开关电

源、电子逆变焊机及不间断电源（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UPS）等设备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IGBT模块利用电压驱动，具有驱动功率小、饱和

导通电压低及工作可靠等优点，驱动电源对保证

IGBT工作的可靠性起着关键性作用。近年来，随

着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各领域对 IGBT驱动电

源的体积、重量、效率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ACPL-32JT隔离光耦驱动芯片集成了隔离

电源驱动功能，与传统的单端反激式变换电路相

比较，具有体积更小、重量更轻、线路更简单及所

占空间更小等优点。

本文针对 ACPL-32JT隔离光耦驱动芯片输

出电压偏差大的问题，分析了其对 IGBT门极驱

动的影响以及在恶劣工况下损坏 IGBT的风险，

然后通过外围电路的优化，给出了具体的产品问

题解决方案。

1 IGBT门极驱动的要求

IGBT模块驱动电源的性能主要取决于 IGBT
模块的开关特性和驱动电路的工作环境。IGBT
模块的开关特性以及对驱动电源的要求主要有

以下几点[1]：导通电压、关断电压、门极驱动功率、

峰值驱动电流、电气隔离能力和适应工作环境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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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能力。

1.1 导通电压

由于 IGBT栅极的特点[2]，门极驱动电压不能

大于 20 V。当门极开通电压大于 20 V时，会导致

IGBT的门极击穿，造成器件永久性损坏。IGBT
的门极驱动电压在达到 10 V时，IGBT便可实现

开通，但 10 V的门极开通电压并不能实现 IGBT
高效率的开关。因此，IGBT门极开通电压的正

常取值范围在 10~20 V之间。当门极开通电压

偏低时，容易导致 IGBT无法实现高效开关，IG⁃
BT的开关损耗与导通损耗均会增大，不仅增加

了 IGBT的实际损耗，还会影响 IGBT导通后的电

流输出能力；当门极开通电压偏高时，会导致短

路电流增大，能够承受的短路时间变短，短路保

护的难度加大。因此，为了得到优异的开通性

能，一般 IGBT的开通电压选择在 15（1±0.05）V范

围内。

1.2 关断电压

为了保证 IGBT模块可靠关断，同时减小开

关损耗和增加对du/dt的抗干扰能力，一般使用负

压作为反向偏置关断电压。在进行高电压、大功

率 IGBT模块的驱动设计时，由于高电压下的开关

会导致 du/dt变大，IGBT栅极会通过栅-源极寄生

电容耦合开关噪声，与 IGBT内部串连的电阻并联

而形成回路，并且米勒效应也会导致当电流流过

电路内部电阻时，IGBT芯片门极电压升高，引起

IGBT误导通，所以 IGBT的工作电压越高、电流越

大，关断所需的反向偏置电压便要求越高。

1.3 门极驱动功率

IGBT模块进行开关工作时，模块所需能量全

部来自于门极的驱动电源。IGBT在开关过程中

所需能量主要由 IGBT的开关频率、开关偏置电

压和门极电荷所决定。故而 IGBT驱动电源所需

提供的最小平均驱动电流函数为

Iavs = QG × fs （1）
式中：Iavs为平均驱动电流；QG为门极充电总量，

其数值可以从 IGBT数据手册中门极充电曲线上

获得；fs为开关频率。

IGBT驱动电源所需提供的最小驱动功率函

数为

Ps = Iavs × ΔUG （2）
式中：Ps为平均驱动功率；ΔUG为开关电压压差。

1.4 峰值驱动电流

IGBT模块栅极具有电容效应，虽然其平均驱

动功率很小，但是为了使 IGBT模块快速开通，需

要较大的峰值驱动电流。理想情况下，峰值电流

的计算函数为

IG (peak ) = ΔUG /RG （3）
式中：IG (peak )为栅极峰值驱动电流；RG为栅极驱动

电阻。

1.5 电气隔离能力

逆变器或电机驱动器通常采用全桥电路，具

有电压高、电流大等特点。位于桥臂上的 IGBT
模块处于浮动地点，上桥臂开关器件的电位随着

器件开关而变化，因此驱动电源必须具有隔离控

制电路与功率电路的能力。这种隔离在隔离点

需承受在 IGBT应用中出现的最高电压（即尖峰

电压）[3]。
1.6 适应工作环境温度的能力

采用 IGBT作为功率器件的各类控制器，在

不同的应用场合，其工作环境也存在较大差异。

在环境温度较低时，需要保证驱动电源能正常

启动工作，而在环境温度较高时，需要保证驱动

电源的输出功率、温升等均能满足 IGBT的实际

需求。

2 基于ACPL-32JT的反激稳压电源

ACPL-32JT是 Avago公司于 2014年在中国

大陆推出的一款高集成度的驱动芯片，在传统

的 IGBT驱动隔离芯片的基础上，集成了 IGBT
驱动隔离电源的驱动与控制功能。该芯片的最

高工作温度为 125 ℃，达到了汽车级要求，在汽

车用电机控制器的应用中，由于其更高的功能

集成度，使 IGBT驱动电路在小型化、模块化设

计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能够在逆变器功率相同

的情况下，做到更小的产品体积和更高的功率

密度。

2.1 ACPL-32JT芯片的介绍

ACPL-32JT[4]是 Avago公司推出的一款驱动

电流可达到 2.5 A的门极驱动光耦，适用于汽车

级的逆变器、DC/DC控制器、AC/DC控制器等的

IGBT门极驱动电路，具备了欠压保护、IGBT故障

保护、欠压锁定（under voltage lock out，UVLO）、软

关断、故障保护信息反馈等功能。主要应用于电

力牵引列车逆变器、电源转换器、电池充电器、空

调和油泵马达驱动器、混合动力汽车（hybrid elec⁃
trical vehicle，HEV）和电动汽车等。其内部组成

框图如图1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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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ACPL-32JT内部组成框图

Fig.1 Internal composition block diagram of ACPL-32JT
2.2 ACPL-32JT芯片的典型应用

ACPL-32JT的驱动电路主要由原边电路、

DC/DC隔离电源电路[5]、驱动信号推挽放大电路、

IGBT退饱和检测电路、IGBT门极驱动米勒电流

嵌位电路等几部分组成，其数据手册推荐的典型

应用电路如图2所示。

图2 ACPL-32JT典型应用电路

Fig.2 Typical application circuit of ACPL-32JT
2.3 基于ACPL-32JT的IGBT驱动实际应用电路

参照 ACPL-32JT数据手册所推荐的典型应

用电路，根据所选 IGBT的实际工作电压、门极电

荷、开关特性、驱动功率等要求，进行 IGBT驱动

电路设计，如图3所示。

图3 ACPL-32JT IGBT驱动电路

Fig.3 IGBT drive circuit of ACPL-32JT
根据ACPL-32JT的数据手册可知，集成在该

芯片的隔离电源DC/DC的原边驱动功率管的功

率为 2 W，故而在隔离变压器的选型设计时，采用

了日立公司生产的一款功率为 2 W的隔离电源

变压器。通过该变压器可以为副边驱动信号提

供功率为 2 W的隔离电源，副边电源采用稳压管

与分压电阻串联的方式，将电源输出电压分为了

2段，采用了1个NPN及1个PNP的三极管对 IGBT
的驱动信号进行放大，采用高压二极管与电阻串

联接到 IGBT的 C极，实现对 IGBT退饱和行为的

检测。

3 基于ACPL-32JT的隔离电源输出

特性对比分析

3.1 与LM3478的隔离电源输出电压误差对比

ACPL-32JT用于控制外部隔离电源变压器

输出电压的反馈电路，集成在了ACPL-32JT芯片

内部，因此采用ACPL-32JT作为驱动芯片的驱动

隔离电源，其输出电压误差完全由驱动芯片自身

决定。ACPL-32JT未设计外部的调节手段来修

正隔离电源的输出电压，从而达到 IGBT门极驱

动期望的电压值。由ACPL-32JT的数据手册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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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芯片的正常输出电压范围在 18~22 V之间，额

定输出电压为 20 V，其输出电压的误差精度控制

在±10%。

单端反激电源控制芯片 LM3478[6]的输出电

压采用的是外置采样电路，可完全根据客户的实

际需要进行电压输出的自我调节。由数据手册

可知其反馈电源的电压范围在 1.228~1.292 V，额
定电压为 1.26 V，可得输出电压的误差精度控制

在±2.539%。

对比采用ACPL-32JT与采用LM3478作为反

激电源的控制芯片，在隔离电源输出电压上，芯

片本身的误差接近4倍。

3.2 量产产品隔离电源输出电压误差对比

实际量产产品中，采用 ACPL-32JT驱动芯

片，在隔离电源输出电压上的实际偏差较大。在

实际生产中，选取了 15块驱动板，对 IGBT门极驱

动电路的开通电压和上、下桥臂之间的开通电压

偏差进行对比计算，实测数据表如表1所示。

对以上实际测试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同

相 IGBT的上、下桥开通电压偏差较大，其中编号

9的驱动板U相上、下桥之间的开通电压偏差为

2.29 V。IGBT门极导通时间的计算公式为

t = -RC ⋅ ln (1 - U
Um
) （4）

式中：t为导通时间；R为开通电阻；C为 IGBT的G
极和E极间容值；U为导通电压，值为 10 V；Um为
门极电压。

按式（4）计算编号 9的驱动板U相上、下桥之

间导通时间偏差百分比η如下：

η = t2 - t1
t1

= 1.40RC - 1.03RC1.03RC ⋅ 100% = 35.9%
（5）

可见，编号 9的驱动板U相上、下桥之间的门极开

通时间偏差达到了 35.9%。门极开通时间的偏差

不仅影响死区时间，过大的死区时间会影响输出

电压与输出电流，导致 IGBT控制不稳定，而且较

长的开通时间还会增大 IGBT的开通损耗，给系

统散热带来更大的负担。

3.3 隔离电源输出电压偏差对 IGBT控制的影

响分析

针对实际生产中门极开通电压偏差较大的

问题，对隔离电源输出电压偏差所引起的 IGBT
特性进行了相同工况下的双脉冲测试，其测试波

形如图4所示。

表1 IGBT门极驱动开通电压实测数据表

Tab.1 Measured data sheet of IGBT gate drive turn-on voltage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测试项目

UT-GNDT
VT-GNDT
WT-GNDT
UT-GNDT
VT-GNDT
WT-GNDT
UT-GNDT
VT-GNDT
WT-GNDT
UT-GNDT
VT-GNDT
WT-GNDT
UT-GNDT
VT-GNDT
WT-GNDT
UT-GNDT
VT-GNDT
WT-GNDT
UT-GNDT
VT-GNDT
WT-GNDT
UT-GNDT
VT-GNDT
WT-GNDT
UT-GNDT
VT-GNDT
WT-GNDT
UT-GNDT
VT-GNDT
WT-GNDT
UT-GNDT
VT-GNDT
WT-GNDT
UT-GNDT
VT-GNDT
WT-GNDT
UT-GNDT
VT-GNDT
WT-GNDT
UT-GNDT
VT-GNDT
WT-GNDT
UT-GNDT
VT-GNDT
WT-GNDT

开通电压/V
14.65
14.12
14.09
14.75
14.86
13.78
14.51
14.21
14.32
14.41
14.31
14.91
14.65
15.32
14.37
14.51
14.21
14.32
14.5
14.16
13.82
15.41
14.31
14.31
15.55
14.36
13.77
13.91
14.87
15.41
14.57
14.87
15.31
14.66
14.61
13.91
14.91
14.67
14.54
14.41
14.87
13.71
15.55
13.97
13.41

测试项目

UB-GNDB
VB-GNDB
WB-GNDB
UB-GNDB
VB-GNDB
WB-GNDB
UB-GNDB
VB-GNDB
WB-GNDB
UB-GNDB
VB-GNDB
WB-GNDB
UB-GNDB
VB-GNDB
WB-GNDB
UB-GNDB
VB-GNDB
WB-GNDB
UB-GNDB
VB-GNDB
WB-GNDB
UB-GNDB
VB-GNDB
WB-GNDB
UB-GNDB
VB-GNDB
WB-GNDB
UB-GNDB
VB-GNDB
WB-GNDB
UB-GNDB
VB-GNDB
WB-GNDB
UB-GNDB
VB-GNDB
WB-GNDB
UB-GNDB
VB-GNDB
WB-GNDB
UB-GNDB
VB-GNDB
WB-GNDB
UB-GNDB
VB-GNDB
WB-GNDB

开通电压/V
13.86
14.05
15.03
14.17
14.71
15.26
14.34
14.38
14.47
14.62
15.53
13.86
13.36
14.05
15.21
14.34
14.38
14.47
14.17
14.21
14.46
14.62
15.23
13.56
13.26
14.75
15.21
14.62
15.53
14.26
14.82
15.03
14.36
15.42
15.33
14.86
13.82
14.53
13.66
14.62
14.53
14.26
15.32
14.96
13.76

误差/V
0.79
0.07
-0.94
0.58
0.15
-1.48
0.17
-0.17
-0.15
-0.21
-1.22
1.05
1.29
1.27
-0.84
0.17
-0.17
-0.15
0.33
-0.05
-0.64
0.79
-0.92
0.75
2.29
-0.39
-1.44
-0.71
-0.66
1.15
-0.25
-0.16
0.95
-0.76
-0.72
-0.95
1.09
0.14
0.88
-0.21
0.34
-0.55
0.23
-0.99
-0.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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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门极开通电压偏差1.02 V条件下的双脉冲

Fig.4 Double puls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gate
turn-on voltage deviation of 1.02 V

在同一块驱动印制电路板（printed circuit
board，PCB）上进行了门极开通电压为 13.61 V与

14.63 V的双脉冲对比波形测试；由实际测试的数

据波形可知：

1）门极驱动电压为 13.61 V时，在 IGBT开通

过程中，VGE电压上升至米勒平台处时，电压有明

显的跌落；而门极驱动电压为 14.63 V时，IGBT开
通过程中在米勒平台处驱动波形良好；

2）门极驱动电压为 13.61 V时，IGBT的电流

波形与 VCE的电压波形相交之前存在上升现象；

门极驱动电压为 14.63 V时，在电流波形与 VCE的
电压波形相交之前，无明显上升。

由以上现象分析可得以下两点：

1）驱动电压为 13.61 V时，在 IGBT开通过程

中，其门极驱动的稳定性存在潜在风险[7]；
2）驱动电压为 13.61 V与 14.63 V相比，前者

的 IGBT实际开通损耗略大于后者。

对隔离电源输出电压偏差所引起的 IGBT特
性进行了相同工况下的短路测试，其波形如图 5
所示。

在同一块驱动 PCB板上进行了门极开通电

压为13.56 V与15.42 V的短路波形测试。由实际

测试的数据波形可知：门极驱动电压为 13.56 V，

IGBT的最大导通电流为 963 A，IGBT的 VCE导通

电压随导通电流的增大几乎成线性增大；门极驱

动电压为 15.42 V时，IGBT的最大导通电流为

2 916 A，在导通电流小于 IGBT额定电流 2.5倍之

前，IGBT的VCE导通电压基本无增大的趋势。

对以上现象分析可知：与驱动电压为 15.42 V
时相比，驱动电压为13.56 V时，在 IGBT的导通损

耗更大，由此引起的 IGBT温升也更高。

4 解决方案

针对 IGBT门极驱动电源输出电压偏低引起

的 IGBT损耗偏差较大问题，基于 ACPL-32JT驱

动芯片的驱动方案，在实际应用中对其反馈的回

路进行了优化设计修改，其修改后的电路如图 6
所示。

在原有的电路基础上，增加了一个 1210封装

的 0R电阻R58，在生产过程中，R58正常焊接。在

PCBA的功能测试（functional circuit test，FCT）阶

段，当发现驱动电源的上、下桥臂之间门极电压

偏差过大时，根据实际偏差的电压大小，将R58拆
下更换导通压降为0.3 V的锗二极管或0.7 V的硅

二极管，通过二极管的管压降，在电源反馈电压

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其前一级的实际输出电压[8]，

图5 门极开通电压偏差1.86 V条件下的短路测试

Fig.5 Short circuit tes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gate
turn-on voltage deviation of 1.86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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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有效控制上、下桥臂之间门极驱动电压偏差

的目的，从而提高产品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对于电压偏差较大的PCB
板进行反馈调节后的测试对比数据如表2所示。

图6 优化反馈回路后的驱动电路图

Fig.6 The drive circuit diagram after optimizing the feedback loop

从表 2可知，进行反馈调节后，在选出的 5块
驱动板中，驱动板上、下桥之间的开通电压偏差

最大只有 0.5 V，通过式（4）计算可知，门极开通时

间偏差仅为6.3%。因此，对基于ACPL-32JT驱动

芯片的反馈回路进行优化后，驱动板上、下桥之

间的开通电压一致性较好，有效地避免了因门极

开通时间不一致带来的 IGBT控制不稳定、开通

损耗大等不良后果。

5 结论

在 IGBT驱动电路的设计中，IGBT驱动的门

极电源对 IGBT驱动的开通时间、开通损耗、关断

时间、关断损耗[9]、上下桥的死区时间等均有较大

影响[10]。IGBT驱动隔离电源对电压输出精度、上

下桥臂之间的电压偏差及相与相之间的电压偏

差要求均较高，在实际产品生产过程中如何有效

地通过最小的设计优化达到提高产品稳定性、可

靠性与合格率的要求，更能反映一个工程师的实

际价值。通过试验测试与分析，在对电源反馈回

路节点进行优化后，基于ACPL-32JT驱动芯片的

驱动方案的输出电压偏差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

使控制器在批量生产过程中的稳定性与可靠性

得到了有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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