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4 6.4 信号接地信号接地

<<11>>



信号接地：为设备内部电路的信号电压提供一个零电位
公共参考点。

<<22>>

对于电子设备，将其底座或者外壳接地，除了能提供安
全接地外，更重要的是在电子设备内部提供一个作为电
位基准的导体，进而以保证设备工作稳定，并抑制电磁
骚扰。
信号接地的连接对象所涉及的电路种类繁多。因此，信
号地线的连接形式也是多种多样。在复杂系统中，既有
高频问题，又有低频问题；既有强电问题，又有弱电问
题；既有模拟问题，又有数字问题；既有涉及频繁开关
动作的设备，又有敏感度极高的装置。



<<33>>

为了满足复杂用电系统的电磁兼容性要求，必须采用分
门别类的方法将不同类型的信号电路分成若干类别，以
同类电路构成接地系统。在具体研究中，就需要对根据
实际的电磁现象，将其归入不同的类别，并加以具体的
分析，从而在此基础上对系统兼容性问题进行研究。



<<44>>

根据系统要求，将电子系统接地问题按四种类型进行
分类：

1、敏感信号（小信号）接地系统（如：低电平电路、小信
号检测电路、传感器输入电路、前级放大器电路、混频电
路等）；

2、非敏感信号（大信号）接地系统（如：高电平电路、末
端放大电路、大功率电路等）；

3、骚扰源接地系统（如：电机、继电器、开关等）；

4、金属构件接地系统（如：机壳、底座、框架等）。

总的从系统的角度来看，四种情况是围绕电磁环境中的
干扰和被扰而展开的。



信号地作用：对于电子设

备，将底座或者外壳接

地，除了能提供安全接地

外，更重要的是在电子设

备内部提供一个作为电位

基准的导体，以保证设备

工作稳定，抑制电磁骚扰。

这个实体即为信号接地面。

工程中的具体形式：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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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浮接地



一般而言，单点接地适用于低频，多点接地适用于高频。

通常简则：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如用一点接地，其地线长度不得超

过0.05λ，否则应采用多点接地。

频率f<1MHz可采用一点接地；

频率f>10MHz应采用多点接地；

频率在1-10MHz之间可以采用混合接地。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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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点接地单点接地

<<77>>

优点：结构简单，易于实现。

•共地线串联一点接地

缺点：各电路间相互影响，易于形
成干扰。由于越靠近地参考点的电
压越低，故要把具有最低接地电平
的电路放在最靠近接地点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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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优点：各电路不易受其他电路影响。

缺点：1、增加了地线阻抗，使用比
较麻烦，结构笨重；2、地线间的耦
合随频率增大而增大；3、由于高频

波长与地线尺寸可比拟，故不适合高
频，要求地线长度不超过波长1/20 。

•独立地线并联一点接地



多点接地多点接地

<<99>>

这里所说的接地平面，可以是设备底
座，也可以是贯通整个系统的接地
线，在比较大的系统中还可以是设备
的结构框架等。如果可能，还可以用
一个大型导电物体作为整个系统的公
共地。

多点接地：指某一个系统中各个需要接地的电路、设备都直接
接到距它最近的接地平面上，以使接地线的长度最短。



通过分析可以看到，多点接地具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

<<1010>>

Note：实际中，如果可能，还可以用一个大型导电物体作为整
个系统的公共地。但是在高频时，由于集肤效应，高频电路只
流过导体表面，技术加大厚度也不能降低阻抗。因此，为了在
高频时降低地线阻抗，通常要将地线和公共地镀银。

优点: 接地线较短，适用于高频及数字电路。

点: 形成各种地回路，可能造成地回路干扰。



<<1111>>

通常情况，若采用单点接地，其地线长度不得超过0.05λ
（1MHz时对应约15m），否则应采用多点接地。

当然选择不是绝对的，具体还要看通过的接地电流大

小，以及允许在每一个接地线上产生多大的电压降。如
果一个电路对该电压降很敏感，则接地线长要不大于0.05
λ或更小。如果电路只是一般性的敏感，则接地线可以
适当长些（如0.15λ）。



混合接地混合接地

<<1212>>

•低频单点-高频多点混合接
地

低频：电容的阻抗大——单点接地
高频：电容的阻抗小——多点接地

实例：利用杂散电容的屏蔽电缆
的接地。



<<1313>>

•低频多点-高频单点混合接
地

低频：电感的阻抗小——多点接地
高频：电感的阻抗大——单点接地

实例：综合系统中多分系统安全接地，
射频电路单点接地。



<<1414>>

•系统低-高混合接地

实例：综合系统中根据分系统不同要求（如：频率）进行接
地。



<<1515>>

一般而言，单点接地适用于低频，多点接地适用于高频。
通常，频率在1MHz以下可采用单点接地；频率高于10M
Hz应采用多点接地；频率在1~10MHz之间，可以采用混

合接地（在电性能上实现单点、多点接地地混合使用）。



悬浮接地悬浮接地

<<1616>>

悬浮接地：系统内各电路都有自己的参考地，通过低阻抗线将其
接到信号地（构成悬浮）。通常为其中信号与其他参考地及导体
相互隔离。

Note—这种方式存在一个缺点：即在高频，很难实现真正的

悬浮接地。特别是，当系统靠近高压设备时，可能会堆积静
电电荷，引起静电放电，形成干扰电流。



<<1717>>

有鉴于此，除了在低频情况下，为防止结构地、安全地
中的干扰地电流骚扰信号接地系统外，一般不采用悬浮
接地的方式。

在此，我们对几种典型的接地形式进行了讨论，后面将
结合具体模型对接地问题进一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