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关电源进阶使用假负载对电路进行检修

开关电源控制着电路中开关管的开通和关断时间，它能够持续的稳定电

路当中的输出电压。是近年来发展的比较成熟的一种技术。假负载是指在某

个电路或着电路的输出口中，能够接受电功率的部件被称为假负载，假负载

在开关电源当中还有检测电路错误的能力，那么如何利用假负载来进行检查

呢？本篇文章就将着重讨论这个问题。

当开关电源的负载出现短路时，就会使得输出电压降低，同样在负载开

路或空载时输出电压会升高。在检修中一般采用假负载取代法，以区分是电

源部分有故障还是负载电路有故障。关于假负载的选取，一般选取 40W或

60W的灯泡作假负载，优点是直观方便，根据灯泡是否发光和发光的亮度可

知电源是否有电压输出及输出电压的高低。

与优点相比，缺点也是非常明显的，主要体现在电阻的问题上，例如

60W的灯泡其热态电阻为 500Q，而冷态电阻却只有 50Ω左右。假设电源主

电压输出为 100V，当用 60W灯泡作假负载时，电源工作时的电流为 200mA，

但启动时的主负载电流却达到了 2A，是正常工作电流的 10倍，因此，用灯

泡作假负载，易使电源启动困难，由于灯泡功率越大，冷态电阻越小，因此，

大功率灯泡启动电流更大，电源启动更困难。

计算电源的启动电流与工作电流时，可以利用 I=U/R这个公式计算出：

电源启动时负载电流为 100V/50Ω=2A，电源工作时负载电流为

100V/500Ω=0.2A。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以上为理论计算，实际可能有出入。

为了减小启动电流，可采用 50W的电烙铁作假负载（冷热态阻值均为

900Ω）或 50W/300Ω电阻，它比使用 60W灯泡更为准确。

有些电源是可以直接接假负载的，有些电源则不可以，需要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下面按 3类情况详解下。

第一类为行脉冲同步的开关电源，可断开行负载直接接假负载。这种开

关电源纯属自激式开关电源，在开关管基极引入正向行逆程脉冲的目的是使

开关管自激振荡与行脉冲同步，将开关电源的脉冲辐射对屏幕的斜条干扰限



制于行扫描逆程，因而屏幕上看不到干扰。加在开关管基极上的行脉冲，只

是使开关管在截止期提前导通，基本不构成辅助激励功能，所以，称为行脉

冲同步的开关电源。判别是否属此种电源的方法是，断开行逆程脉冲时开关

电源只出现叫声（因振荡频率变低），输出电压并不下降。因此，这种电源

可以断开行扫描电路，用假负载法维修。

第二类为他激式的开关电源。对于无行脉冲同步的他激式电源，可断开

行负载直接接假负载。对于有行脉冲锁频且间接取样的他激式开关电源，直

接接假负载时（特别是接功率较大的灯泡如 150W），输出电压可能下降较多

或无输出，因为此类电源，虽然行脉冲的加入只是起同步和锁频的作用，而

不参与振荡，但是，行同步脉冲可使开关管导通时间提前，这时的电源带负

载能力最强，若断开了行负载，行同步脉冲也就失去了作用，电源带负载的

能力必然降低，加之间接取样的电源稳压灵敏度较低，输出电压也必然有所

降低。但此类电源若稳压电路采用直接取样（取样电压取自开关变压器次级）

，则由于稳压灵敏度较高，可脱开行负载而直接接假负载甚至可空载进行检

修。

第三类为行脉冲辅助激励的开关电源。这种开关电源的行逆程脉冲，不

但完成对开关电源自激振荡频率的同步，而且构成开关管反馈网络不可缺少

的一部分。这种开关电源工作的过程是：开机后开关管产生自激振荡，在额

定负载下其反馈网络只能使输出端产生低于正常输出 40%的电压，此电压使

行扫描启动，由行脉冲的反馈给开关管以辅助激励，才能达到额定电压输出。

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是有降压保护功能，一旦行扫描电路有故障，无

论开路还是短路，开关电源输出电压都降为原值的 60%，使损坏范围缩小。

二是电源和行扫描都具有极短时间的软启动过程，减小电源和行扫描的故障

率。此类电源，若去掉反馈的行脉冲电路，此时电源输出电压下降

40%~60%，甚至输出电压很低。很明显，这种电源不能直接断开行扫描用假

负载法检修，因为此时即使电源电路正常，也不可能输出额定电压。区分电

源和行扫描电路故障的方法是用外接电源单独给行扫描电路供电，若行扫描

电路工作正常，说明开关电源不良。



本篇文章主要探讨了在开关电源中，如何使用假负载是进行电路检查的

问题。是比较适合新手进阶的一篇文章。希望大家在阅读过本篇文章之后，

能对开关电源的假负载问题有所思考，丰富自己的设计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