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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 电力线收发器由美国 /0’/$12 公司制造的数字电力载波通信接口芯片。它可与神

经元芯片、耦合电路及应用电路一起构成 $12,1345 控制网络的节点 。文中介绍了 #$% ! && 电力

线收发器的结构、特点，给出了它与神经元芯片的接口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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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线收发器与神经元芯片的接口

: 概述

#$% ! && 电力线收发器是美国 /0’/$12 公司

制造的数字电力载波通信接口电路。可为以电力线

作为通信介质的电力线载波通信提供简单、高效的

接口。通过选择外围元件，#$% ! && 可以工作在

0/2/$/0 欧洲实用频段 ? 波段（"=7’@ ! 9A7’@）和 0
波段（::=7’@ ! :B=7’@）。由于现场条件下存在有断

续的噪声干扰、阻抗变化和信号衰减，因此电力线的

通信条件非常恶劣。而 #$% ! && 电力线收发器则可

利用双载波频率自动调整和数字信号处理技术解决

这种在恶劣电力线通信环境下的通信质量可靠性问

题。应用双载波频率自动调整技术，#$% ! && 可以在

主频被噪音堵塞的情况下，自动切换到副频继续保

持通信。通过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可使 #$% ! && 在较

差的信道环境下准确地进行信号的接收和处理。

#$% ! && 的主要特点如下：

! 双载波频率自动调整；

! 内嵌数字信号处理器；

! 可对输出信号幅度电平进行控制；

! 通信介质为交流、直流电力线和双绞线；

! 对耦合、供电单元要求较低；

! 符合 C00、加拿大工业、日本 D#%、/E?"=9F &、

0/2/$/0 /2A==>A ! : 标准。

& #$% ! && 的内部结构

#$% ! && 的内部结构如图 : 所示。可以看出：

#$% ! && 内含接收与 ? G H 转换单元、数字信号处理

单元、H G? 转换单元、发送与放大单元等电路。

接收与 ? G H 转换单元可对从电力线耦合来的

信号进行滤波等处理，以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

号。数字信号处理

单元是数字化信号

处理的核心部分，它

一方面对接收与 ? G
H 转换单元处理后

的数字信号进行解

码处理，并将处理结

果通过数据线与神

经元芯片进行数据

交换；另一方面，它

可将需要发送的数

据通过数据线交换

到此单元进行编码

字变流器来作为水平场线圈供电系统则比较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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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 ## 电力线收发器的引脚描述

引脚号 引脚名称 引 脚 功 能

& *+,-. 接收补偿连结端

# *+/0 载波信号输入接收端

1 203 电源地

4 ,’4 帧同步时钟（与神经元芯片连结）

5 ,’# 位同步时钟（与神经元芯片连结）

% ,’& 发送数据线（与神经元芯片连结）

6 ,’$ 接收数据线（与神经元芯片连结）

" 203 电源地

7 833 9 58 电源输入

&$ ,:-;) 分频时钟输出端（&，#，4，" 分频）

&& ,:<=($ 分频数选择端 $
&# ,:<(=& 分频数选择端 &
&1 *=<=) 复位端

&4 >/; ,=0=(=, 波段占用指示

&5 ’:3 数据包监测指示

&% )+-;) 载波输出端

&6 203 电源地

&" +/0 外接晶振端

&7 +-;) 外接晶振端

#$ 8? 模拟电源输入

#& )+(8( 输出载波幅度控制端

处理。3 @? 单元的主要作用是将数字信号处理单元

处理后的要发送的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而发

送与放大单元则用于将 3 @ ? 转换后的信号进行功

率放大并发送到耦合电路。

1 封装及引脚功能

’() ! ## 采用 #& 脚非标准单列

直插封装，图 # 为其引脚排列示意

图。各引脚的功能见表 & 所列。

当 ’() ! ## 工作在 ? 波段时，外

接晶振频率可选择 %A 55.BCD 而在 ,
波段时则选择 &$.BC。

分 频 输 出 端 ,:-;)
可为神经元芯片提供时

钟，其频率由外接晶振频

率分频得到。分频数由

,:<=($、,:<=(& 组合决

定，具体操作为：,:<=($、

,:<=(& 均为低电平时为 " 分频，,:E
<=($、,:<=(& 均为高时为 & 分频，,:E
<=($ 为 高 ,:<=(& 为 低 时 为 4 分 频 ，

,:<=($ 为低 ,:<=(& 为高时为 # 分频。

)+-;) 输出载波幅度受 )+(8( 控制，当 )+(8(
为高电平时，)+-;) 的输出载波幅度为 68F8’’G D 当

)+(8( 悬空时，幅度为 18F8’’G。

4 ’() ! ## 与神经元芯片的接口

’() ! ## 电力线收发器可与神经元芯片、用户

应用电路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应用系统。图 1 所示

是 ’() ! ## 电力线收发器与神经元芯片（0HIJKL
1&#$）的接口电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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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 ## 收发器与神经元芯片的接口连接

图 # ’() ! ## 封装引脚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