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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电变压器的原理、研究及应用!

朱奕蔓3 - - 张光斌- - 贺西平- - 李- 珺
（陕西师范大学应用声学研究所- 西安- /41150）

摘- 要- - 压电变压器是一种性能优良的电子器件，它的转换效率高，变压比大，结构简单，体积小，无电磁噪声，稳

定性好，相对于传统的电磁变压器优势明显& 文章对压电变压器的原理及器件结构、特点作了简单的介绍，对目前的

研究和应用状况作了简要综述，对压电变压器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 - 压电变压器，压电效应，变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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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引言

自问世以来，电磁变压器一直在电力系统领域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然而，随着电子系统朝着微型化

和集成化的方向飞速发展，传统的电磁变压器越来

越不能满足需要，体积大、笨重、易受干扰等缺点限

制了它在很多领域的应用和发展& 压电变压器作为

一种新型电子器件，以其自身良好的特点，解决了电

磁变压器所面临的问题，符合目前电子系统的发展

趋势，有着良好的应用前景&
压电变压器是一种基于压电效应的固体电子器

件& 它利用压电陶瓷材料的正压电效应和逆压电效

应，完成机械能与电能之间的相互转换，实现电压的

高低变换& 4WT5 年，XHJF,［4—U］利用压电陶瓷材料首

次研制出压电变压器& 从 01 世纪 /1 年代起，压电变

压器开始发展，但受到压电材料缺少的限制，研究进

展比较缓慢& 近年来，随着压电材料的发展和应用

要求的提高，压电变压器的研究越来越受关注& 目

前，XHJF, 型压电变压器已经市场化，应用在静电

复印机高压电源、负离子发生器、小功率激光管电

源、警用电击器高压电源、液晶显示背景光源等场

合& 随着电子工业的不断发展，电子器件越来越小型

化，国内外研究人员开始研究多层变压器、薄膜型

变压器以及压电变压器与半导体芯片的集成技术&
压电变压器将是未来的电路系统中一个很重要的应

用部件&

0- 基本原理及器件结构特点

8& 94 基本原理

当压电晶体（ 大多为陶瓷）在外力作用下发生

形变时，它的某些相对应的面上会产生异种电荷，使

晶体的总电矩发生改变，产生极化，从而将机械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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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成了电能，这种将机械能转化成电能的现象称为

正压电效应；反之，将电能转化成机械能的现象称为

逆压电效应, 正压电效应和逆压电效应合称为压电

效应,
压电变压器就是利用压电效应工作的, 最常见

的压电变压器是 34562 型变压器，其结构可分为左

右两部分，分别称为“驱动部分”和“发电部分”，如

图 7 所示, 图中 ! 表示压电变压器的半长，" 表示

宽，# 表示高，$ 表示极化方向，% 表示振动方向, 驱

动部分的上、下两个端面都有烧渗的银电极，沿厚度

方向极化，作为电压输入端；发电部分的右端有烧渗

的银电极，沿长度方向极化，作为电压输出端, 当交

变电压 &/2加到压电变压器的输入端时，通过逆压电

效应，使压电变压器产生沿长度方向的伸缩振动，输

入的电能转换为机械能；而发电部分通过正压电效

应，使沿长度方向伸缩振动的机械能转换为电能，产

生输出电压 &4-( , 可以看出，压电变压器的工作原理

可以简单地认为是驱动器和传感器的结合，即电能

经过机械能又再转换成电能,

图 7! 34562 型升压压电陶瓷变压器示意图

!, !" 分类及其特点

根据升压比的不同，压电变压器可以分为升压

变压器和降压变压器, 可以通过对陶瓷片长度和厚

度尺寸的控制来改变其工作方式，当输入阻抗小于

输出阻抗时，实现的是升压；当输入阻抗大于输出阻

抗时，实现的是降压, 升压变压器工作在超音频范

围，而降压变压器则工作在工频范围内, 根据机械振

动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沿长度振动型、沿厚度振动

型、轮廓扩张振动型和弯曲振动型［8—#］等，如图 $ 所

示，图中 $ 表示极化方向，% 表示振动方向，&/2 表示

输入电压，&4-(表示输出电压, 根据结构不同，压电变

压器又可以分为纵纵式、横纵式、横横式和环状式

等, 上述的 34562 型压电变压器为横纵式结构,
相对于普通的电磁变压器，压电变压器有着突

图 $! 按不同振动模式分类示意图

出的优点［&—7$］：（7）压电变压器有很高的转换效率,
空载变压器效率可达 9%: 以上，即使在应用中，平

均转换效率也比电磁变压器高出十个百分点以上,
这一优势使压电变压器在产品开发设计中有着相当

大的吸引力,（$）工艺性好，结构简单，制作简便，易

批量生产，能节约有色金属，不用磁芯,（"）升压比

高, 空载升压比可以高达 &%% 以上, 调整升压比对变

压器外形影响不大,（;）耐高压，不怕潮湿，不怕燃

烧，抗电磁干扰，因而稳定性，可靠性较好,（8）不怕

短路，使用时不会击穿,（<）输出波形好, 非常有利

于延长负载的寿命和工作稳定性，而且有利于提高

负载的能量转换效率,（#）体积小，重量轻，符合电

子产品小型化、轻薄化的发展趋势,（&）适用于电子

集成领域, 在与集成电路工艺兼容方面有着相当好

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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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等效电路

等效电路是研究压电器件工作原理的一种重要

的手段，它能直观地显示出器件的电学特性，便于分

析其工作过程，利于设计和优化器件& 尽管压电变压

器具有不同的振动模式和机械结构，但其特性都可

以用图 .［3.］所示的等效电路模型来描述&

图 .- 等效电路图

图中 !43和 !40是压电变压器金属极板间的寄生

电容，电感 " 与压电变压器的质量有关，电容 ! 与

材料的弹性劲度张量有关，它是由压电体的运动方

程导出的，电阻 # 由压电变压器的介质损耗和机械

品质因数 5 决定，模型中升压比为 , 的“理想变压

器”代表 . 个单独变换过程，即电能到机械能的转

换，输入部分到输出部分的机械能转换以及机械能

到电能的转换& 该等效电路模型为不考虑压电变压

器的多谐振或反谐振基础上根据基本的压电方程和

运动方程得出的&

.- 国内外研究现状［36—37］

目前，国内外对压电变压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陶瓷材料及新型压电材料，压电变压器结构及工作

模式的改进，输入输出负载及外部电路以及等效物

理模型 6 个方面&

"& $# 材料方面

对压电材料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高机电

耦合系数、低温度系数、低烧结温度、大功率的压电

体& 目前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三种：（3）对现有材

料进行掺杂改变其性能& 应用最广泛的压电材料是

锆钛酸铅（89:;<)=.，简称 8:<）陶瓷& 对 8:< 掺杂引

起晶格畸变和空间电荷的变化，改变载流子浓度，可

以改善 8:< 材料机电特性&（0）寻找新的多元系压

电材料& 如清华大学研制出了低烧三元组分压电材

料，湖北大学研究出了四元系 8>>? 压电材料等&
（.）新工艺方法的研究& 目前最常用的工艺是溶胶

@ 凝胶法，它能制备出高纯超细粉体的均匀、致密的

压电陶瓷材料，但是不能与集成工艺相兼容，而其他

一些技术如磁控溅射技术、脉冲激光沉积（8AB）、化

学溶液沉积（CDB）和物理气相沉积（8EB）等可能会

更利于集成&

"& !# 结构及工作模式的改进

尽管 FGHI, 型压电变压器的应用已经比较普

遍，但是它在很多方面依然存在着不足& 对其结构进

行优化和对其工作模式进行改进，有利于扩展其应

用范围，提高其应用性能&
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变压器结构的改进和新

振动模式的探索两个方面& 美国宾州州立大学 JI,K)
L+!),G 等人研制开发的月牙形电极的圆片形压电

陶瓷变压器，输入电极为月牙形，极化方向和 FGHI,
型压电陶瓷变压器相似，外形简单，设计巧妙& 在负

载为 M1! 到 011N! 之间时，变压比介于 6.—71 之

间，而同样尺寸的方形片的变压比在 61 左右，工作

频率在 311NOP 以下，适合彩色液晶显示器背光电

源的应用；韩国的 Q’!R’, SGG 等人研制的环 T 菱形

点型电极的方形压电陶瓷变压器具有较高的转换效

率，其输出端电容增加，输出端阻抗降低，使输出电

流和功率都得到了有效的提高；清华大学李龙土院

士率先提出了“ 多层压电变压器”设计思想；日本

?UC 公司研发出的三次多层 FGHI, 型压电变压器，

具有三个节点，所有的引出导线都焊接在这三个节

点处，提供了很高的转换效率、输出功率和可靠性；

香港理工大学的 Q O’) O’ 等人研制的低压用压电

变压器环形压电变压器，结构简单，制作极其方便，

容易大规模批量生产，成本低，适合于低压使用，并

且如果把多个环形变压器并联，可以获得更高的输

出功率，它在电子系统的低压电源模块上有很不错

的应用前景；浙江大学提出了利用半导体工艺制备

高度集成化的薄膜型压电变压器的思想；随着复合

组分体系的功能陶瓷材料的研究开发，将电子陶瓷

材料与半导体集成电路工艺相结合的研究逐渐成为

一个趋势，压电薄膜技术的开发成为一个全新的研

究热点，基于此，研究开发膜式压电陶瓷变压器的和

将压电变压器集成到半导体芯片的技术展现出了广

阔的前景&

"& "# 外部电路及负载匹配

压电变压器的输入电源一般为低压直流电源，

外部驱动电路的作用是产生一个频率与压电变压器

·%&’·

物理学和高新技术



! 物理·"# 卷（$%%& 年）& 期! ! ! ! ! ! ! ! ! ! ! ! ! ’(()：**+++, +-./, 01, 12

振动频率相等的信号，实现良好匹配, 3, 4025 等人

提出了应用在不同场合的压电变压器驱动电路；6,
70..089 等人采用频率跟随技术，优化了驱动电路，

克服了因负载变化和温度变化引起的频率匹配问

题,
压电变压器的输出级可以看成是等效阻抗, 为

了使等效阻抗与理想负载阻抗匹配，必须设计合适

的输出匹配电路；:, ;, </2 等人设计了一种压电变

压器及其匹配电路，研究了驱动电路、压电变压器和

匹配电路之间的关系；基于压电变压器的转换效率

是开关频率和负载的函数，=, >0/(?- 和 4, @0A0A-B0
等人研究了在固定开关频率下通过脉冲宽度调制

（)-.?C +/D(’ A9D-.0(/92，EF3）和在固定负载下通过

脉冲频率调制（)-.?C GBCH-C21I A9D-.0(/92，EJ3）有

效地控制了压电变压器功率转换器的输出电压,

!, "# 等效物理模型

常见的对压电变压器工作模式分析的物理模型

有两种：等效电路分析和有限元方法, K, L, M./NCB
等人提出的 O7 A9DC./28 方法描述了多层压电变压

器的工作模式；@I-2PF99 K99 等人采用有限元和等

效电路的方法，分析了压电变压器的工作特性，包括

其频谱特性、输出阻抗、升压比等的变化机理；6, 3,
4ICD 等人提出的采用传输线理论方法计算压电变

压器的动态特性等；<, @, @+028 等人则用 3L=<LQ
和 E4EO:6 软件，模拟了压电变压器驱动冷阴极荧

光灯 ::J< 时，输出电流和电压随输入信号频率和

负载变化的特性, 更多的研究还在进行当中,

R! 应用及发展趋势

", $# 目前的应用

压电变压器的诸多优点为其开辟了广阔的应用

前景, 目前，压电变压器的应用已经相当广泛,
压电变压器可用作高压发生器, 在高压发生器

应用领域，多以 S9?C2 型压电变压器为主，通过增

加长厚比，来达到提高升压比的目的, 压电变压器

可用于在冷阴极管的驱动器中，利用压电变压器替

代电磁式变压器，克服了电磁式变压器用于冷阴极

管驱动器时易被击穿、电磁干扰严重、功率损耗较

大、难以使驱动器实现平面化和轻量化的缺点，使冷

阴极管驱动器的整体性能得到大幅度提高，应用的

实例有静电复印机高压电源、警用电击器高压电源、

高压连续可调稳压器、高压脉冲点火器等；压电变压

器用于 L: T 7:、7: T 7: 等功率器件，解决了传统

的电磁变压器工作于高频时存在的电磁泄漏严重、

损耗大的缺点，已经开发出的产品有手机充电器、电

脑笔记本的整流器等；压电变压器还可用于负离子

发生器、小功率激光管电源、液晶显示背景光源、手

机的背景光驱动、臭氧发生器、等离子激发器、打印

机等；近来又出现了把变压器用于驱动超声马达的

研究,

", %# 发展趋势和前景

微电子技术的发展促进了薄膜技术的出现，使

得低温沉积择优取向的压电薄膜成为可能，从而使

压电薄膜工艺与半导体工艺的兼容也成为可能, 利

用半导体工艺制备高度集成化的薄膜型压电变压器

的研究已经在进行中，它将比目前的压电变压器具

有更高的效率、更大的功率、更低的损耗和更加稳定

的输出，体积也会大幅度缩小，有望成为一种新型的

高效微型化的压电变压器, 而且由于微电子机械系

统（3634）制造技术的成熟，压电变压器可以直接

与半导体芯片集成或者二次集成, 所以，压电变压器

的发展趋势将是由块状向薄膜化发展，由分立器件

向集成化的方向发展, 在未来的应用中，它将不仅仅

是传统的电磁变压器的替代，更重要的是将成为电

路系统微型化后电压转换必不可少的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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