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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电气工程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方向的屌丝研究僧一枚，这个方向主要是搞一些强电的东西，比如转转
电机啊、搞搞电能变换啥的（AC/DC、DC/DC、DCAC）。按道理讲保研的时候应该找一个专门搞这些的实验
室吧，但是当年太年轻跟了一个搞电子的老板。说实话老板实验室的电子的东西还真不少，啥DSP达芬奇平
台、FPGA平台一大堆，都是高端家伙。但是感觉太特么高端了，几乎每一个平台都要求FPGA、DSP、ARM、
Verlog、Linux一起上，根本顶着不住，所以一直以来那堆实验设备都是躺在实验室吃灰(弱弱的说一下感觉好浪
费)。本来我本科的时候在程序设计上还是有些基础的，对这对东西也很有兴趣，但是这对东西太偏通信、电子
了，感觉我一个搞电气工程的费劲的搞这个有点不务正业的感觉，为了毕业还是要正儿八经的整点电气的东西

啊。话是这么说一看实验室才发现啥电气的东西都没有，每次去别的大牛的实验看着那一堆高大实验柜，看着

那一堆堆IGBT、大电容、DSP主控制板然后跑出各种在教科书上见过的波形，感觉好羡慕啊！！我在本科的时
候还是虽然考试有点渣，但是还是有点动手能力的，于是就突然有了一个自己搭建一个逆变器的实验平台的想

法。

       考虑到实验室条件和自己的研究方向，我准备搭建一个单相(实验室不好取三相电，且功率较小用不上三
相)3KW左右的光伏并网逆变台，最后的要求是能将光伏电池板的功率并入电网中。由于光伏电池板很贵(相对于
我们这种屌丝实验室)只能买几块电池板意思一下，几块光伏电池板串联在一起开路电压也不超过200V肯定不能
直接并网，于是准备两级式的并网结构，即前级BOOST升压将电池电压升压到400V上，后级单相逆变将功率按
照单位因数要求注入电网。控制上后级负责往电网注入合格的电流并稳定直流母线电压到400V，前级完成
MPPT功能，系统拓扑结构图如图1所示，系统结构框图如图2所示、最后的实物图和并网波形如图3、4所示，
图5为为了方便与实验台交互基于VB开发的上位机监控软件界面。

                                                                                                                             图1 系统电路拓扑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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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实验台结构框图

                                               

                                                                                                                                        图3 系统实物图



                                   

                                                                                                                                     图4  最后的并网波形图    

                

                                                                                                                                     图5  上位机监控软件



       实事求是的说这个实验台结构和功能比较的简单，但也是在费了好大劲情况下才戳戳的整出来了，现在想
来还是自己太年轻了！回过头来看在搭建并网逆变器过程中，从指标确定、方案确定、主要元器件选型、各个

主要模块电路的电路图设计、PCB制板和电路焊接、各个模块电路的测试、并网系统程序的设计、系统调试与
测试等诸多环节，都是从无到有几乎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帮助。期间走了多少弯路、炸了多少管子、熬了不知道

多少夜、跳了多少次窗户(学院楼晚上关门太早只能跳窗户).......只有自己清楚。过程虽然是苦逼，但现在想来也
算是一种宝贵的经历吧！！想当初在具体确定某些元件参数和主板功能设置和电路实现的时候，由于没有经验

也没有可以参考的实物，只能各种打电话请教在大牛实验室读研的的同学或者天天去别的实验拍照回来分析模

仿。如在确定功率管型号、电容容量和耐压、导线线径、辅助电源的时候怎么说的都有，我也很害怕啊，因为

主电路除了毛病在上大电的时候炸了就呵呵了，最后费了还大劲才定下来了。还有就是在设计主板的时候第一

要确定主板功能、接口啥的，尤其是功能这一块不但要满足起码的控制功能，而且要考虑今后的扩展需要（比

如今后换一个控制对象或者换一种控制策略）、主板硬件测试需要(关键电平处要预留测试孔，方便后期示波
器、万用表等工具判断主板工作状态)、主板软件测试需要(方便系统程序调试，例如在主板上设置一个DA，这
样可以把算法中间变量输出到示波器上方便观察调试)、各种保护(保护主板不被损坏。保护主电路不被损坏
等).......，在确定这些细节的时候由于以前没有搞过只能网上查资料（网上资料相当的少而且很零碎），问其他
实验室的老师吧人家没空给你谈细节（搞不好他也不知道细节），问其他实验室的同学吧他们大部分都会说这

个实验台已经搭建好很多年了，他就会使用在上面跑点算法发发论文至于内部细节也不清楚..........，最后问来问
去也不知道个所以然，还得自己慢慢摸索。

       基于自己的经历，为了让有兴趣搭建类似实验台的人能少走点弯路，我打算从系统指标确定及主要原件参
数计算、DSP主板设计与测试、AD采样板设计与测试、IGBT/MOSFET驱动设计与测试、并网程序MATLAB仿
真与DSP实现、系统整体调试等几个方面对逆变器的搭建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期间会上传部分电路图和程序。
最后由于本人水平有限，如果有地方不合适还请大家伙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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