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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对于三 程以上的折迭管激光器
,

只 有一 台电源低压端可 以接地
,

其他 电源

必须浮置
,

此时会 出现危险的电位升高
。

本文分析 了电位升高的原 因
,

实测 了浮置点

的电位值
,

并提 出了改进高压 变压器绝缘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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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的实验资料给出
,

静态或慢流动

玻璃式连续输出电激励 , 激光器
,

每米输

出约 瓦
。

对于一般的工业加工而言
,

常常

需要数百瓦的功率
,

这样势必增加管子的长

度
。

对于长的管子应采用分段放电
,

或者将

管子作成折迭式
,

采用并联分段放电形式
,

以

降低对 电源 电压的要求
。

下面我们先来分析一下 三 折 激 光

器的各电极 电位
。

当然
,

分析方法也适用于

任意多折管的情况
。

三折管各电极与电源的 连 结 如 图 所

示
。

激光管每折长 米
, 、 、 、 、 、

为三折管的电极
,

是限流 电阻
,

是全反

电电源

电电源

电电源

图 三折 激光器电源的接线图

镜
,

了 是半透输出镜
,

由于输出镜本身要进

行水冷
,

并且人员常常接触
,

因此
,

将紧靠 了

的电极 接地
。

电源
、 、

是三台参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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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相同的独立电源
,

它们的输出高压端分别

接
、 、

三电极
,

输出低压端接
、 、

三电极
,

极 已接地
。

下面我们对
、

夕 二点在电源升压过程

中的 电位变动情况进行分析
。

为方 便 起见
,

设电源是正高压输出
。

设先对 电源 升压 点 电位 随 之 升

高
,

在激光管 未放电前
,

限流电阻 几 上

没有电流流过
,

因此
,

点与电源高压端等电

位
,

当升压到 月丑 管击穿电压 矶 时
,

由于

点 已接地
,

故 点电位也升至 矶
,

此后

管放电
,

点电位迅速下降
。

设放电后激光

管的工作 电压为
,

工作电流为
,

因此电

阻 上的压降为

一 。一认一

点对地电位

如
。一 矶

即 点对地电位就是工作电压
。

由于
、

二点的电位是浮置的 为 什

么浮置
,

下面要讨论到
,

因此在电源 升压

过程中
,

要在 及 二点感应一对地正 电位
,

设为 矶
,

其大小由该点的绝缘电阻和 矶 决

定
。

由于 众 尸 二点相距甚近
,

可近似认为

二点等电位
。

实验中
, 、

二点的感应电

位 矶 在 千伏左右
。

然后对电源 升压
,

由于
、

二点相

距很近
,

当电源 加压时
, 、

二点立即串

通变为等电位
。

因 点电位是固定的
,

于是

玩
。 口而

此时 点电位被 点箱住
。

当电 源 逐 渐

升压到 管上所加的电压为
,

时
,

此时

点电位由 ‘下降至

如果此后继续加电压
,

点电位变为负
,

其绝对值为 口刀 管上所加的 电 压 与 矶
。 之

差
。

当 刀 管上的电压升至 矶 时
,

点对地

电位
二 一 。 左。一 。

一 。一

尸 点对地电位近似与 点相等

价
。一 一 矶一矶 ‘

当 管在 矶 作用下辉光放电后
,

工作

电压为 认
,

立 即有电流
,

沿 流动
,

电阻压

降 巩 矶一 ,

因此使 点电位迅速回升

到
,

尸 点也回到 电位
,

此后
、

二点电

位固定为

最后对 电源 升压
,

由于 尸 点电位 已被

箱在 电位
,

因此在升压过程中
,

尸 点电位不

会变化
,

直至 刀 管上 电压升到 矶 使 之 击

穿
,

点电位下降至 玩
。 。

由以上分析可见
,

在 管放电 之 后
,

、

尸 二点的电位固定在 电位
,

与 点等电

位
,

但是
,

在试验中
,

绝不可将
、 、

三点

联在一起接地
,

否则
, 刀 管将始终不 能 放

电
。

分析如下

若
、

二点相接
,

当电源 升压到 。

时
, 、

二点串通
,

此后
,

电源 就会

经过路径 一 一刀一刀 构成回路而放电
,

使

口刀 管的电压降永远维持在 氏 不会使

管击穿
。

因此
,

及 二点的电位必须浮置
。

由于
、

二点浮置
,

在试验过程中
,

该

二点对地电位可升至 一 。一 的数值
。

对

于我们的试验条件
,

折迭管每折长 米
,

气

压和 托
,

气体比份 , , 一 ,

实测得 矶澎 千伏
, 澎 千伏

,

故
。一 一 一 。一毋

一 千伏

即在试验中
, 、

二点的 电位可上升至负

万多伏
。

应该说明
,

我们试验中使用的 电源是负

高压输出
,

此时所有对正高压的分析方法完

全适用
,

只是
、

二点在试验中的对地 电

位是先由 到负
,

然后回到 再上升到正
,

幅

度仍由 式决定
。

如前所述
,

在各段激光管升压放电过程

中
,

有两台变压器输出的低压端对地电位要

上升到万伏以上的高电压
,

这在安全上必须

妥善解决
。

如果使用的高压变压器是双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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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实 验 结 果

在上述实验系统中我 们 利 用 了

点阵的汉字字形发生器进行了字形显示及记

录实验
。

图 石是文字信息的时钟频率为 兆 蒸
突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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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信息速率为 兆赫的字样

图 信息速率为 兆赫的字样

赫时所记录的文字实样
。

图 是时钟频率为

兆赫时所记录的文字实样
。

时钟频率为

兆赫时相应的文字缩小
,

文点的点阵密度也

相应提高
,

故字形质量也较好
。

改变声光扫描器及振镜的扫描速率还可

使字形放大
、

缩小
、

变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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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输出的
,

这问题很好解决
,

只需将低压端电

位浮置即可
,

因为此类变压器
,

两端对地绝缘

强度均很高
,

不需另作专门考虑
。

但 目前激

光器中使用的大部分变压器是单端不对称输

出 即输出一端是高压
,

另一端接变压器的外

壳
。

在这种情况下
,

由于变压器外壳带高压
,

必须将外壳与地绝缘
,

这可以在外壳和地之

间垫上一定厚度的有机玻璃加以解决
。

但问

题并不如此简单
,

这是因为变压器的外壳与

伏交流 电源进线之间
,

在变压器 出 厂 试

验时
,

只作 了 千伏一分钟的耐压试验通

过
,

所 以
,

如外壳对地电位上升到很高的值

时
,

会引起电源进线和外壳之间的闪络
,

使变

压器损坏
。

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

必须大大

加强 电源进线与外壳之间的绝缘
。

为此 目的
,

可将变压器上盖打开
,

把铁芯和线包从油中

吊起
,

将 伏电源进线和变压器输出端与

外壳相连的引线全部用壁厚为 毫 米

的塑料套管套住
,

一直穿出外壳
,

然后小心地

恢复原状
。

为 了检查加强绝缘后的效果
,

在外壳与

电源进线之间加上 千伏的交流高 压 一 分

钟
,

没有发现任何闪络放电现象
。

经过这样加强引线绝缘的变压器
,

用作

实验中三折管的电源
,

经多次试验
,

无异常

现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