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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为 防止逆变器上下桥臂发生短路

，
需要在 ＩＧＢＴ 的 驱动信号中设置死区时 间 。 由于死区时 间的存在会改

变逆变器直流侧 的电压输出
，

导致网侧 电流输 出 畸变
，
将死区效应所造成的 电压扰动矢量进行前馈补偿

，
根据

并网型逆变器的电流特 点 ，
提出 了一种 用低通滤波器与加权滤波的方法获取正序电流的方法 ，

用 以判断 电压

补偿矢量 。 通过实验验证了 该方法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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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２ 逆变器死区效应分析

理论上 ，
三相并网型逆变器的上下桥臂功率三相并网逆变器的拓扑结构如 图 １ 所示 。

开关器件的驱动信号是互补的 ，但实 际上 ｉｇｂｔ 的——

ｉｎ

导通和关断都存在延时 ，
为 了避免上下桥臂直通 ，

Ｃ

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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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致直流侧短路
，
需要在开关管动作期间设置死”

ｈｂ

ｘ


区时间 。 为 了克服由此而产生的死区效应对逆变Ｖ２４＾ ＶＤ２

Ｖ４４ＶＤ４

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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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输 出 电能质量的影响 需要对死区时间进行


￣ ￣￣＾Ｖ Ｄ６

补偿
，
ｅ前较为成熟 的分析方法是将死区效应看ｆ

相并

，

型逆变

巧

拓扑结构

作扰动 电压矢量
，
在指令电压矢量 的基础上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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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死 区补偿量 以抵消 死区引 起的扰动 电压矢图 ２ 为 ￥
，

，
￥

２ 的驱动波形与实际输出 电压波

量 【
３＜

，
该方法的关键是准确 判断 电流的极性

，
尤 形的 比较

，
以 电流流入电 网方 向为 正。 其 中 Ｌ 为

其是在电流过零时
，
需要克服采样噪声和死区效 死区 时间 为理想情况下 ａ 相上下桥臂驱

应对零电流采样的干扰 ，
否则容易造成零电流箝 动信号 ，

“
〃／ ，

“
扣

＇

为死区 时间 ＾ 时上下桥臂实 际

位的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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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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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提出 了
一

种利用
一

阶低通滤波器和加权 形 ，？ ！
为当 电流 ４＞〇 ，

直流ｆｌｕ实际输出 电压波形 ，

滤波的方式结合并 网 型逆变器输出 电流特性 ， 获 ？２＊当 电流 ｉ ａ＜０
，
直流侧实际输 出 电压波形 。

取正序电流量用 以判 断电流极性 ， 从而确定死区Ｃｒ
￣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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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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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补偿量 ，
并通过实验验证了该滤波方法的准《ｇ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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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于死区时 间 影 响 的 性质与 电流极性有关
，将式 （

６
） 中后 ３ 式得到的基波代入式 （

３
）中 就

取 电流极性函数为 ｓ ｉｇｎＵ ） ，
若 ４＞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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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可准确地判断需要补偿 的 电压扰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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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实验结果分 析
对于直流侧 ，

死区效应相 当于在每个 ＰＷＭ 周

期 内产生如下的扰动 ：所使用 的 实验装置拓 扑结构 如 图 １ 所示 ，逆

（ １ ）变器滤波参数 电 感 ２００ｍＨ
， 电容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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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Ｈ
，
额定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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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 相的死 区时间 设定值 与 ａ 相相 同
，
根据 出功 率 ｌ 〇〇 ｋＶＡ

，
采用 ＤＳＰ２ ８３３５ 作为控制芯 片 ，

三相 电压关系可得 ：
死 区时间 由 ＤＳＰ 的 ＰＷＭ 模块产生

， 设置为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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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动 电压矢量的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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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式可知
，
死区扰动电压只能取依据 电流

Ｗ无死隱Ｗ有死区 补偿

方 向 确定 的 ６ 种离散矢量 。图 ４ 电流 与 输 出功率关系曲 线

设 电 网 侧三相 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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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为 电流矢量与延时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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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为 实际输 出 电流波形比较 。

图 ３ 电流矢量与延 时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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