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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无线供电技术是一种比较新的供电方式#它摆脱了传统意义上的供电模式#不需要任何实质上

的连接#并且可以透过非金属物质进行电能的传输#从而在近距离'无接触的情况下将电能传输给用电器$

无线供电技术方便安全#可以极大的方便人们的生活#因此具有很广阔的发展前景$采用了单片机技术#利

用电磁耦合的原理设计了一种简易的无线供电系统$在设计中利用单片机 B3IN-@"HA 产生信号#并经过发

射线圈发射出去#将电能传送给接受电路#对负载进行供电#并且可以根据负载的需要#单片机 B3IN-@"HA

可以产生两种频率的信号进行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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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电子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如手机+掌上电脑+ K̀# 等便携式电子设备越来越多地进入我们人类

的生活中#成为人们不可缺少的工作和娱乐设备#这些设备都是采用电池供电#当电池电量用完之后#需

要使用充电器#对其进行充电#这样一方面#频繁的插拔不但使用不便#而且很容易损坏'另一方面#越来

越多的便携式设备投入使用#各自的充电器都不相同#互不通用#如果能够像 9=6接口那样#存在一种通

用的供电方式#方便对各种电子设备供电#即可以方便人们的生活#又可以节约大量生产资源. 因此#在

此设计了一种可以近距离+无线供电方案#不需要任何实质上的连接#采用电磁感应技术#通过无线的方

式#将电能传输给用电器. 这种近距离无线供电技术拥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将来只需要将手机+掌上电

脑等便携式设备放到无线供电器的工作范围内#无需插拔连线就可以供电#这样可以给我们生活带来极

大的便利. 目前#对于无线供电技术的研究才刚刚起步. 本文设计了一个简单的无线供电电路#利用单

片机 B3IN-@"HA 的特征设计电路#并编写一个简单的程序来实现无线供电#从而实现简易无线供电

系统.

A(基本原理

早在许多年前就有无线供电技术这个概念#不少专家对此都有研究. 目前#无线供电技术主要有以下 !

种方法.

!A" 电磁耦合$变化的电场产生变化的磁场#变化的磁场产生变化的电场#变压器就是利用这个原理传

送能量的#如果把变压器的两个线圈分开#就是无线供电. 但是用这种方法有一个很大的缺点#没有高磁导



率的磁芯作为介质#磁力线会严重发散到空气中#传输时能量消耗很大#特别是两个线圈距离很远的时候#

能量损耗非常大. 因此不适合大功率#远距离的无线供电.

!@" 光电耦合$就是把电能转换成光能#通过光将能量传送到用电器再转换成电能. 这种技术比较

直观#而且光电转换技术也比较成熟#但是缺点就是光在传输途中不能有障碍物#否则能量无法传送到用

电器.

!!" 电磁共振$其原理类似声波共振的原理#两种介质具有相同的共振频率#就可以用来传递能量. 由

图 A(常见的变压器

于本文只需要设计一个近距离的无线供电系统#所以采用电磁耦

合的方式来传送能量.

根据电磁感应原理#变化的电场产生磁场#变化的磁场产生

电场. 变压器就是根据这一原理制作而成的#它通过交变磁场把

电量传送给用电器. 如图 A 所示#为常见变压器的的结构#原边

线圈和副边线圈由闭合铁心!由高磁导率材料构成"连接在一起#

原线圈和副线圈之间紧密耦合#这样磁漏很小#能量传输效率

很高.

在此提出的无线供电原理与变压器类似#但结构和常见变压器不同#采用的是原边线圈和副边线圈分

离的结构#之间没有任何实质上的连接#这样原边线圈和副边线圈存在空隙#磁漏较大#对能量传输的效率

影响较大. 为了提高能量的传输效率#降低辐射#就需要空隙尽量的小#在本系统设计中#副边线圈在原边

线圈上方#原边和副边空隙P@ 5[.

图 @(发射电路

@(系统构成与分析

@+A(整体电路设计

一个简单的近距离无线供电系统主要由两部分电路组成#发射电路和接受电路#分别如图 @+图 ! 所示.

当需要供电时#只需要将接收线圈靠近发射线圈#通过电磁感应#发射端的能量就传输到接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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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工作流程

由 A@ $电源对发射电路进行供电#单片机B3IN-@"HA 的 I 号引脚接跳线选择开关 =

A

#开关接通即接地

产生频率约 AEF cVl的信号#开关断开时产生频率为 A"" cVl的信号#信号通过 AA 号引脚将信号传递给三

极管 IHH"!@"F! 的驱动"和 @"F!!其上接有散热片"#再通过发射线圈发射信号. 而接收线圈接收信号后#经

过整流#可以点亮发光二极管^

@

!相当于负载"和^

!

!相当于工作指示灯"#即实现无线供电. !其中发射线

圈和接受线圈用铜线绕成圆形"

@+!(单片机工作原理及数据计算

@+!+A(单片机程序设计

在发射电路中使用了单片机B3IN-@"HA#单片机B3IN-@"HA 为实现无线供电#设计程序如下$

)"$(=>36K!+F

,)6K!+##)A

)*K

)*K

)A$(-MdK!+F

,)6K!+##)"

)@$(=,̀K)"

@+!+@(单片机产生信号频率计算

采用的是 A@ V̀l的时钟频率#跳线开关 =

A

接通时#运行一次是 E 个机周#高电平/A0有 ! 个机周#低电

平/"0有 ! 个机周#一个机周为 A

"

8. )*K指令占 A 个机周. ,)6指令占 @ 个机周#=,̀K指令占 @ 个机周.

=

A

导通#K!+# 为低电平时#程序执行一次是 E

"

8#信号频率 AEF cVl. =

A

断开#当K!+# 为高电平时#程序

执行一次是 A"

"

8#信号频率 A"" cVl.

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两种频率的信号#这样可以根据负载的需要#通过改变时钟频率#得到不同频率的信

号. 单片机工作框图如图 # 所示.

图 !(接收电路 图 #(单片机工作框图

@+#(实验结果检测

用铜线构成发射线圈和接受线圈#其形状和参数完全相同#在接受电路中加一个电压表#当整个电路处

于工作状态时#可以看到电压表的示数为 #+H $#也就是说接受电路可以输出 #+H $的直流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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