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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频谱仪零频抑制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频谱仪零频抑制装

置，包括混频器，所述混频器的本振端连接有第

一电阻，所述第一电阻通过漆包线连接有第二电

阻，所述第一电阻从混频器的本振端耦合出本振

信号，经电感进行移相，再有第二电阻馈入至第

一中频，馈入到第一中频的本振信号和经混频器

泄漏的本振信号呈现等幅反相。本实用新型简单

可行、成本低廉、提高频谱分析仪的性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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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频谱仪零频抑制装置，包括混频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混频器的本振端连接有第

一电阻，所述第一电阻通过漆包线连接有第二电阻，所述第一电阻从混频器的本振端耦合

出本振信号，经电感进行移相，再有第二电阻馈入至第一中频，馈入到第一中频的本振信号

和经混频器泄漏的本振信号呈现等幅反相。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频谱仪零频抑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电阻和第二

电阻的阻值为220Ω。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频谱仪零频抑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漆包线长度为

10mm的Φ0.6mm的漆包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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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频谱仪零频抑制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频谱分析仪，特别是一种频谱仪零频抑制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科技的发展,  对频谱分析仪的测量精度和频率范围要求越来越高，如图1所

示，现代频谱仪大多采用扫频超外差接收方案，当设置频谱仪输入频率fs是0Hz时，本振频

率fL刚好等于中频频率fI，混频器的fL泄漏会直接通过中频滤波器至中频放大和检波器，

经检波输出至扫描显示，势必会产生零频。而零频的产生始终影响着频谱分析仪对于低频

信号的测试能力。

[0003] 频谱仪采用扫描第一本振的方法使得射频信号经过多次变频处理后得到的中频

信号。当输入射频信号的频率是0Hz时，其对应的第一本振信号频率就等于第一中频信号频

率。由于第一混频器的本振信号泄漏等原因，本振信号会泄漏至第一中频，作为中频最后被

检波输出，从而产生零频。零频，简单地说，就是在频谱仪的频谱显示窗口上0Hz频率点处所

显示的剩余响应信号。若该剩余响应信号幅度很高，对于测试低频信号的动态范围以及频

谱分析仪所能测试的频率信号下限等会产生严重影响。因此为提高频谱分析仪的性能指

标，需要加入了零频抑制电路以降低零频幅度。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简单可行、成本低廉、提高频

谱分析仪的性能指标的频谱仪零频抑制装置。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6] 一种频谱仪零频抑制装置，包括混频器，所述混频器的本振端连接有第一电阻，所

述第一电阻通过漆包线连接有第二电阻，所述第一电阻从混频器的本振端耦合出本振信

号，经电感进行移相，再有第二电阻馈入至第一中频，馈入到第一中频的本振信号和经混频

器泄漏的本振信号呈现等幅反相。

[0007] 所述第一电阻和第二电阻的阻值为220Ω。

[0008] 所述漆包线长度为10mm的Φ0.6mm的漆包线。

[0009] 相比于现有技术，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对于零频附近的频率信号，如果零频信

号幅度很大（大于被测信号幅度），如图2（a）所示，那么，被测信号f1和f2就可能会淹没在零

频信号的响应曲线的分布边缘处，从而使得被测信号的动态测量范围变得很小；而只有在

比较远离零频的频率点上，其动态测量范围才会增大。如果零频信号幅度很低，由图2（b）可

知，被测信号f1和f2的动态测量范围明显增大，而且能够被测得的最小频率信号也会更加

接近0Hz。

附图说明

[0010] 图1为超外差频谱仪简化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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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图2为零频抑制作用示意图。

[0012] 图3为本实用新型结构原理示意图。

[0013] 图4为本实用新型结构图。

[0014] 图5为本实用新型零频抑制的实际效果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结合说明书附图和具体的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详细描述。

[0016] 如图3所示，整个装置包括2个电阻和一段10mm左右长的漆包线。电阻的阻值都在

220Ω左右，具体有调试决定。漆包线的长度和形状也由调试确定。

[0017] 用电阻R1从混频器的本振端耦合出一定的本振信号，经电感L进行移相，再有电阻

R2馈入至第一中频，适当的调节电阻R1、R2和电感L，使馈入到第一中频的本振信号和经混

频器泄漏的本振信号呈现等幅反相，这样就能对混频器的本振泄漏实现很好的抑制，即零

频抑制。由于该方案电路简单、成本低廉，实现和调试难度均不大，所以具有很好的实用价

值。

[0018] 如图4所示。图4（a）中的R222等同于图3的R1，R218等同于图3的R2，R201是0Ω电

阻。图4（b）中的漆包线等同于图3的L，U201是频谱仪接收通道的第一混频器。

[0019] 根据混频器的技术参数，制作一个混频的DEMO电路，信号源输出16dBm信号经等幅

同相功分两路，一路作为混频器的本振信号，一路作为参考信号。将混频器中频端口的泄漏

信号和参考信号接至2端口矢网。矢网工作在双接收机模式，可测的泄漏信号相对于参考信

号的幅度于相位。根据所测得的幅度与相位信息进行ADS建模仿真。计算得到在13dBm本振

功率的情况下，R1与R2取220欧姆，L取长度10mm左右的Φ0.6mm的漆包线。

[0020] 做好仿真后，下一步就是整机的实际调试工作了。将频谱仪的接收变频通道的第

一本振频率设定为第一中频频率（即对应射频输入信号频率的零频）。在没有零频抑制装置

的情况下，频谱仪的显示屏上会看到一个如图5（a）的零频大信号，其幅度已远超过检波电

路的最大输入电平，造成检波电路的压缩，图中Marker显示零频电平为+6.92dBm。加上如图

4所示的零频抑制装置，并先后对电感和电阻进行略微的调试。可使零频信号大为降低，如

图5（b）所示零频信号功率为-6.18dBm。

[0021] 如想获得更好的零频抑制效果，则需要精细一点的调试。我们经过几个批次的几

百台频谱仪的生产验证，零频信号电平都能很容易的调试到-5dBm以下，有些批次零频信号

电平都能-10dBm以下。

[0022] 事实证明本简易频谱仪零频抑制装置是一种简单可行、成本低廉的零频抑制的好

方法，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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