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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 了 以双向 可控硅取代单向 可控硅 用 于 70 2 型精 密温度 自动控 制仪
,

改造后 的控温仪 具有

电路 简洁
,

控温精度 有所提 高
,

制造成 本降低的优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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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可控硅是一种硅五层三端元件
,

具有较对称的双向伏安特性
,

其伏安特性如 图 1 所

示
,

引脚功能如图 2 所示
。

在其触发极上加正
、

负极性的触发脉冲
,

均可使其导通
,

因而它可以

作为交流电子开关使用
。

改变双向可控硅的导通 角
,

即可改变加在 负载上的有效功率
。

、、 , 声

、 、、

图 1 伏女特性图 图 2 引脚功能

7 0 2型精密温度 自动控制仪
,

是 由上海 自动化仪表六厂生产的专用控温设备
,

广泛应 用在

科研和生产中
,

具有控温精度高
、

工作稳定可靠的特点
,

其外接功率电子开关 由两个反向并联

的单向可控硅构成
,

电路如图 3
,

目前普遍应用在实际工作中
。

在仪器维修工作中
,

我们根据双

向可控硅相当于两个反向并联的单 向可控硅的原理
,

和双向可控硅 的触发特性
,

以及 7 02 型精

密温度自动控制仪输出 的是 1 00 H
z

同步触发脉冲的特点
,

试用大功率
、

高反压双 向可控硅如

图 4 连接后代替图 3 部分
,

适当调节 PI D 参量
,

使用效果良好
。

实践证明
,

使用双向可控硅有

以下优点
:

1
、

控温精度有所提高
,

成本 降低约 60 %
。

由于双向可控硅的触发灵敏度比单向可控硅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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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系统反应更为灵敏
,

且 目前其市售价与同功率单向可控硅相当
,

并减少一个散热器
。

2
、

电路简洁
。

由于选用的双向可控硅耐压高达 6 00 伏 以上
,

因此省去了图 3 中的 R C 吸收

电路
,

并且只需一组触发脉冲
,

电路结构进一步简化
。

图 3 电子开关电路图 图 4 双向可控硅连接图

综上所述
,

在实际工作中
,

类似 7 02 型的系列精密温控仪中
,

完全可以用双向可控硅替代

同功率单向可控硅
,

并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
,

建议生产厂家和同行推广使用
。

参 考 文 献

〔1〕7 0 2 型精密温度 自动控制仪说明书
,

上 自六厂
.

〔2〕实用电子电路 20 0 例
,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

1 1 4



A P P li c a t i o n o f D o u b l e一 d i r e c t i o n C o n t r o l le d S i l li e o n i n

7 0 2 T e m P e r a t u r e C o n t r o l le r

F a n g Y i z h u

(Q i n g h a i I n s t i t u te fo S a l t aL k e s ,

A c a d e ,
: a S i

n i c a ,

X
r n i n g

,

8 1 0 0 0 8 )

A b s t r a C t

T h e d o u b l e 一 d i r e e t i o n 一 e o n t r o l l e d s i li e o n r e P l a e e s m o n o 一 d i r e e t i o n 一 e o n t r o l l e d s i li e o n

i n t e m p e r a t u r e e o n t r o l l e r 7 0 2
,

w h i e h g e t s b r ie f e l e e t r i e w a y
,

h i g h p r e e e s s io n , a n d l o w e o s t 二

K e y w o r d s D o u b l e 一 d i r e e t i o n e o n t r o l l e d s i l i e o n ,

T e m P e r a t u r e e o n t r o l l e r

《辽宁化工 》 1 9 9 9 年征订启事

《辽宁化工 》是辽宁省石油化学工业厅
,

辽宁省化工学会和辽宁 省石油化工技术经济信息

中心编辑出版的综合性化工科技刊物
,

以报道辽宁省化工科技为主
,

突出辽宁大地化学工业特

色
,

同时兼顾国内外化工科研
、

设计
、

生产技术开发新成果和高技术成就的交流
。

本刊在 1 9 9 8

年被评为辽宁省一级期刊
。

《辽宁化工 》报道 内容广泛
,

包括化工原料
、

合成材料
、

化肥
、

农药
、

石油化工
、

精细化工
、 “

三

废
”
治理

、

节能
、

化工防腐
、

工业分析
、

仪表 自控
、

安全生产等各个领域新工艺
、

新技术
、

新设备
、

新材料
、

新产品
、

以及有关的技术科学管理和化学工业新知识
。

《辽宁化工 》设有专题论述
、

科学研究
、

技术开发
、

化学工程
、

科学讲座
、

分析检测
、

三废治

理
、

节能
、

技经分析
、

化工动态
、

消息报道等专栏
。

《辽宁化工 》读者对象是从事化工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
、

科学工作者
、

高等院校师生以及企

业管理干部和广大技术工人
。

《辽宁化工 》为双月刊
,

每逢单月 20 日出版
,

国内外公开发行
,

邮发代号 6一 1 48
,

定价每册

8
.

0 0 元
。

边远地区订户和漏订读者可随时与本刊编辑部联系订阅函购
。

收款单位
:

辽宁省石油化学工业技术经济信息中心

业部营行技支14科一湖09南00行64商52工02行号户开账

邮局汇款
:

浓阳市和平区青年大街 30 6 号 《辽宁化工 》编辑部 收

: 1 1 0 0 0 3

: 0 2 4一 2 3 9 1 7 4 7 5 传真
: 0 2 4一 2 3 8 9 0 2 2 1

编话邮电

1 1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