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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子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公开了一种电子系统。其

中，该电子系统包括：直流电源和电子设备，直流

电源设置有打嗝保护电路，打嗝保护电路用于若

监测到直流电源输出的电流超过第一阈值，则控

制直流电源停止输出第一时间段后恢复输出；电

子设备包括：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和待保护电

路，其中，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的第一端，以及待

保护电路的第一端，均与直流电源的正极输出端

电连接；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的第二端，以及待

保护电路的第二端，均与直流电源的负极输出端

电连接。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技术方案通过直流

电源中设置的打嗝保护机制，保证在浪涌电压消

失后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能够关断，并可降低浪

涌保护过程中产生的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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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子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直流电源和电子设备，

所述直流电源设置有打嗝保护电路，所述打嗝保护电路用于若监测到所述直流电源输

出的电流超过第一阈值，则控制所述直流电源停止输出第一时间段后恢复输出；

所述电子设备包括：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和待保护电路，

其中，所述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的第一端，以及所述待保护电路的第一端，均与所述直

流电源的正极输出端电连接；所述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的第二端，以及所述待保护电路的

第二端，均与所述直流电源的负极输出端电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用于在所述

直流电源输出的电流超过第一阈值至所述直流电源恢复输出期间内，由导通变为关断。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子设备还包括直流电源连接

器，所述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的第一端，以及所述待保护电路的第一端，通过所述直流电源

连接器的正极接入端与所述直流电源的正极输出端电连接；所述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的第

二端，以及所述待保护电路的第二端，通过所述直流电源连接器的负极接入端与所述直流

电源的负极输出端电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子设备还包括：过压保护器，其

中，所述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的第一端，以及所述过压保护器的第一端，均与所述直流电源

的正极输出端电连接；所述过压保护器的第二端与所述待保护电路的第一端电连接；所述

过压保护器的第三端与所述直流电源的负极输出端电连接；

所述过压保护器用于在所述直流电源的正极输出端与负极输出端之间的电压超过第

二阈值，则控制所述过压保护器的第一端与第二端断开。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待保护电路包括充电电路和储能

元件；

所述充电电路的第一端与所述待保护电路的第一端电连接；所述充电电路的第二端与

所述储能元件的第一端电连接；所述充电电路的第三端，以及所述储能元件的第二端，均与

所述待保护电路的第二端电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电子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待保护电路还包括钳位型浪涌保

护器件，其中，所述充电电路的第二端，以及所述储能元件的第一端，均与所述钳位型浪涌

保护器件的第一端电连接；所述钳位型浪涌保护器件的第二端与所述待保护电路的第二端

电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电子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钳位型浪涌保护器件包括双向瞬

态抑制二极管或单向瞬态抑制二极管。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子设备包括移动终端，所述移

动终端包括：手机、平板电脑或可穿戴设备。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包括下述至

少一种：半导体放电管和气体放电管；

所述半导体放电管包括双向半导体放电管或单向半导体放电管。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直流电源包括开关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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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子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过电压保护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电子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雷电以及大型电气设备的瞬间过电压，可通过电源、天线、无线电信号收发设备等

线路，侵入室内电气设备和网络设备，造成设备或元器件损坏，人员伤亡，传输或储存的数

据受到干扰或丢失，甚至使电子设备产生误动作或暂时瘫痪、系统停顿，数据传输中断，局

域网乃至广域网遭到破坏，故电子设备中需要设置过电压保护装置。

[0003] 电子设备的供电电源的类型不同，使用的浪涌保护电路的结构不同。由直流电源

供电的电子设备通常使用的浪涌保护器件是瞬态抑制二极管，存在产生热量多的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一种电子系统，以通过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实现由直流电

源供电和/或充电的电子设备的浪涌保护，同时通过直流电源中设置的打嗝保护机制，保证

在浪涌电压消失后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能够关断，由于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的导通压降和

导通电阻较小，故可降低浪涌保护过程中产生的热量。

[0005]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了一种电子系统，包括：直流电源和电子设备，

[0006] 直流电源设置有打嗝保护电路，打嗝保护电路用于若监测到直流电源输出的电流

超过第一阈值，则控制直流电源停止输出第一时间段后恢复输出；

[0007] 电子设备包括：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和待保护电路，

[0008] 其中，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的第一端，以及待保护电路的第一端，均与直流电源的

正极输出端电连接；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的第二端，以及待保护电路的第二端，均与直流电

源的负极输出端电连接。

[0009] 进一步地，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用于在直流电源输出的电流超过第一阈值至直流

电源恢复输出期间内，由导通变为关断。

[0010] 进一步地，电子设备还包括直流电源连接器，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的第一端，以及

待保护电路的第一端，通过直流电源连接器的正极接入端与直流电源的正极输出端电连

接；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的第二端，以及待保护电路的第二端，通过直流电源连接器的负极

接入端与直流电源的负极输出端电连接。

[0011] 进一步地，电子设备还包括：过压保护器，其中，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的第一端，以

及过压保护器的第一端，均与直流电源的正极输出端电连接；过压保护器的第二端与待保

护电路的第一端电连接；过压保护器的第三端与直流电源的负极输出端电连接；

[0012] 过压保护器用于在直流电源的正极输出端与负极输出端之间的电压超过第二阈

值，则控制过压保护器的第一端与第二端断开。

[0013] 进一步地，待保护电路包括充电电路和储能元件；

[0014] 充电电路的第一端与待保护电路的第一端电连接；充电电路的第二端与储能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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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端电连接；充电电路的第三端，以及储能元件的第二端，均与待保护电路的第二端电

连接。

[0015] 进一步地，待保护电路还包括钳位型浪涌保护器件，其中，充电电路的第二端，以

及储能元件的第一端，均与钳位型浪涌保护器件的第一端电连接；钳位型浪涌保护器件的

第二端与待保护电路的第二端电连接。

[0016] 进一步地，钳位型浪涌保护器件包括双向瞬态抑制二极管或单向瞬态抑制二极

管。

[0017] 进一步地，电子设备包括移动终端，移动终端包括：手机、平板电脑或可穿戴设备。

[0018] 进一步地，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包括下述至少一种：半导体放电管和气体放电管；

[0019] 半导体放电管包括双向半导体放电管或单向半导体放电管。

[0020] 进一步地，直流电源包括开关电源。

[0021]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中的电子系统包括直流电源和电子设备，直流电源

设置有打嗝保护电路，打嗝保护电路用于若监测到直流电源输出的电流超过第一阈值，则

控制直流电源停止输出第一时间段后恢复输出；电子设备包括：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和待

保护电路，其中，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的第一端，以及待保护电路的第一端，均与直流电源

的正极输出端电连接；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的第二端，以及待保护电路的第二端，均与直流

电源的负极输出端电连接，以通过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实现由直流电源供电和/或充电的

电子设备的浪涌保护，同时通过直流电源中设置的打嗝保护机制，保证在浪涌电压消失后

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能够关断，由于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的导通压降和导通电阻较小，故

可降低浪涌保护过程中产生的热量。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电子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双向半导体放电管的伏安特性曲线示意图；

[0024]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单向半导体放电管的伏安特性曲线示意图；

[0025] 图4为浪涌保护时，半导体放电管和瞬态抑制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特性曲线对比示

意图；

[0026] 图5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又一种电子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6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电子设备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7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又一种电子设备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可以理解的是，此处

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于解释本实用新型，而非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定。另外还需要说

明的是，为了便于描述，附图中仅示出了与本实用新型相关的部分而非全部结构。

[0030]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了一种电子系统。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电

子系统的结构示意图。该电子系统包括：直流电源2和电子设备1。

[0031] 其中，直流电源2可设置有打嗝保护电路70，打嗝保护电路70用于若监测到直流电

源2输出的电流超过第一阈值，则控制直流电源2停止输出第一时间段后恢复输出。打嗝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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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电路70在直流电源2恢复输出之后，可返回继续监测直流电源2输出的电流。

[0032] 电子设备1可包括：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10和待保护电路20。其中，开关型浪涌保

护器件10的第一端，以及待保护电路20的第一端，均与直流电源2的正极输出端V+电连接；

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10的第二端，以及待保护电路20的第二端，均与直流电源2的负极输出

端V-电连接。

[0033] 其中，可选的，直流电源2包括开关电源。开关电源可包括反激式开关变换器、隔离

型桥式直流转直流开关变换器等。打嗝保护电路70可包括电流检测电路、第一控制电路。电

流检测电路可用于检测直流电源2的输出电流。第一控制电路可用于若电流检测电路检测

到的直流电源2输出的电流超过第一阈值，则控制开关电源内开关的驱动信号的占空比为

零，以使直流电源2停止输出，延迟第一时间段后，可以使在侦测到负载正常后，控制开关电

源内开关的驱动信号的占空比恢复为正常工作时的占空比，以使直流电源2恢复正常输出，

之后返回继续监测直流电源2输出的电流。第一阈值可大于正常工作时直流电源2输出的额

定电流。第一时间段可大于雷击、浪涌干扰等过电压持续的时间，以保证开关型浪涌保护器

件10在雷击、浪涌干扰等消失后，直流电源2恢复输出前，能够关断。可选的，开关型浪涌保

护器件10包括下述至少一种：半导体放电管(Thyristor  Sure  Suppresser，简称TSS)和气

体放电管(GasDischarge  Tube，简称GDT)。图1示例性的画出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10为半导

体放电管的情况。气体放电管可包括开路失效气体放电管。半导体放电管比气体放电管的

响应速度快。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10的开启电压可大于正常工作时直流电源2输出的额定

电压。电子设备1可为手持设备或手持终端。可选的，电子设备1包括移动终端，移动终端包

括：手机、平板电脑或可穿戴设备。

[0034] 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10的第一端，以及待保护电路20的第一端，通过电子设备1中

的正极电源线30与直流电源2的正极输出端V+电连接；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10的第二端，以

及待保护电路20的第二端，通过电子设备1中的负极电源线40与直流电源2的负极输出端V-

电连接。正常工作时，即未发生雷击、浪涌干扰等过电压时，正极电源线30和负极电源线40

之间的直流电压低于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10的开启电压，故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10关断，

待保护电路20相当于负载，在负载较小，例如小于额定负载时，直流电源2输出的电流将小

于第一阈值，打嗝保护电路70不被触发，直流电源2向待保护电路20正常持续供电；在负载

过大，例如超过额定负载时，直流电源2输出的电流将超过第一阈值，打嗝保护电路70被触

发，打嗝保护电路70将控制直流电源2停止输出第一时间段后恢复输出，故打嗝保护电路70

起到过电流保护的作用。在正极电源线30和负极电源线40上发生雷击、浪涌干扰等过电压

时，正极电源线30和负极电源线40之间的电压逐渐增大至大于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10的开

启电压，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10将由关断变为导通，以泄放浪涌电流，导致直流电源2的输

出电流瞬态变大，直流电源2的输出电流将会超过第一阈值，打嗝保护电路70会被触发，控

制直流电源2停止输出，待浪涌干扰消失后，流过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10的电流将逐渐降低

至低于维持导通所需的电流，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10自然恢复，回到断开状态，开关型浪涌

保护器件10相当于一无穷大的电阻，之后达到第一时间段，直流电源2恢复正常输出，进而

恢复向待保护电路20的正常供电。

[0035] 通过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10实现由直流电源2供电和/或充电的电子设备1的浪涌

保护，同时通过直流电源2中设置的打嗝保护机制，保证在浪涌电压消失后开关型浪涌保护

说　明　书 3/7 页

5

CN 212751784 U

5



器件10能够可靠关断，以解决在发生浪涌干扰时，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10由关断变为导通，

如不设置打嗝保护机制，直流电源一直保持输出，在浪涌干扰消失后，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

10的电流会高于维持导通所需的电流，导通的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10存在无法关断的问

题。与钳位型浪涌保护器件相比，由于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10的导通压降和导通电阻较小，

故可降低浪涌保护过程中产生的热量。

[0036] 本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中的电子系统包括直流电源和电子设备，直流电源设置有打

嗝保护电路，打嗝保护电路用于若监测到直流电源输出的电流超过第一阈值，则控制直流

电源停止输出第一时间段后恢复输出；电子设备包括：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和待保护电路，

其中，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的第一端，以及待保护电路的第一端，均与直流电源的正极输出

端电连接；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的第二端，以及待保护电路的第二端，均与直流电源的负极

输出端电连接，以通过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实现由直流电源供电和/或充电的电子设备的

浪涌保护，同时通过直流电源中设置的打嗝保护机制，保证在浪涌电压消失后开关型浪涌

保护器件能够关断，由于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的导通压降和导通电阻较小，故可降低浪涌

保护过程中产生的热量。

[0037] 可选的，在上述实施的基础上，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10用于在直流电源2输出的电

流超过第一阈值至直流电源2恢复输出期间内，由导通变为关断，以保证开关型浪涌保护器

件10在雷击、浪涌干扰等消失后，直流电源2恢复输出前，能够关断。

[0038] 可选的，半导体放电管包括双向半导体放电管或单向半导体放电管。

[0039] 其中，半导体放电管又称固体放电管。半导体放电管可为多层PN结构成的可控硅

结构，因此具有响应速度快，通态压降低，通流能量大，无老化失效，可重复使用，能承受较

大的冲击电流，产品一致性及稳定性远优于气体放电管及压敏电阻，使用安全、可靠，其性

能优于其它瞬间过压保护元器件。半导体放电管是一种过压保护器件，是利用晶闸管原理

制成的，依靠PN结的击穿电流触发器件导通放电，可以流过很大的浪涌电流或脉冲电流。半

导体放电管10的转折电压即为其开启电压。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双向半导

体放电管的伏安特性曲线示意图。其中，横轴表示双向半导体放电管两端的电压V，纵轴表

示流过双向半导体放电管的电流I，如图2所示，双向半导体放电管的伏安特性曲线位于第

一象限和第三象限，且关于原点对称。根据双向半导体放电管在第一象限的伏安特性曲线

可知，即双向半导体放电管两端的外加电压为正向电压，当双向半导体放电管两端的外加

正向电压低于断态电压VDRM时，漏电流很小，处于断开状态。当双向半导体放电管两端的外

加正向电压大于转折电压VS时，双向半导体放电管很快进入导通状态，双向半导体放电管

两端的压降很小。当双向半导体放电管两端的外加正向电压去掉后，或外加正向电压减小

至0，电流很快就降到低于维持电流IH，双向半导体放电管自然恢复，回到断开状态。根据双

向半导体放电管在第三象限的伏安特性曲线可知，即双向半导体放电管两端的外加电压为

负向电压，当双向半导体放电管两端的外加负向电压的绝对值低于断态电压VDRM时，漏电流

很小，处于断开状态。当双向半导体放电管两端的外加负向电压的绝对值高于转折电压VS

时，双向半导体放电管很快进入导通状态，双向半导体放电管两端的压降很小。当双向半导

体放电管两端的外加负向电压去掉后，或外加负向电压的绝对值减小至0，电流的绝对值很

快就降到低于维持电流IH，双向半导体放电管自然恢复，回到断开状态。

[0040]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单向半导体放电管的伏安特性曲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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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横轴表示单向半导体放电管两端的电压V，纵轴表示流过单向半导体放电管的电流I。

单向半导体放电管在第一象限的伏安特性曲线与双向半导体放电管在第一象限的伏安特

性曲线相同，故工作原理相同，此处不再赘述。根据单向半导体放电管在第三象限的伏安特

性曲线可知，当单向半导体放电管两端的外加负向电压的绝对值高于电压VS2时，电压VS2的

绝对值小于转折电压VS，双向半导体放电管进入导通状态，单向半导体放电管两端的压降

很小。当单向半导体放电管两端的外加负向电压的绝对值小于电压VS2时，双向半导体放电

管进入关断状态。若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10包括单向半导体放电管，则单向半导体放电管

沿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10的第一端到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10的第二端的方向为特性方向，

呈如图3所示的伏安特性。

[0041] 正常工作时，即正极电源线30和负极电源线40上未发生雷击、浪涌干扰等过电压

时，正极电源线30和负极电源线40之间的电压低于半导体放电管的转折电压Vs，故半导体

放电管关断，打嗝保护电路70不被触发，直流电源2向待保护电路20正常供电。在正极电源

线30和负极电源线40上发生雷击、浪涌干扰等过电压时，正极电源线30和负极电源线40之

间的电压逐渐增大至半导体放电管的转折电压Vs，半导体放电管将由关断变为导通，以泄

放浪涌电流，导致直流电源2的输出电流瞬态变大，直流电源2的输出电流会超过第一阈值，

打嗝保护电路70会被触发，控制直流电源2停止输出，待浪涌干扰消失后，流过半导体放电

管的电流将逐渐降低至低于维持电流IH，半导体放电管自然恢复，回到断开状态，半导体放

电管相当于一无穷大的电阻，之后达到第一时间段，直流电源2恢复正常输出，进而恢复向

待保护电路20的正常供电。

[0042] 图4为浪涌保护时，半导体放电管和瞬态抑制二极管(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TVS)的正向导通特性曲线对比示意图。其中，横轴表示时间t，纵轴表示半导体

放电管或瞬态抑制二极管两端的电压V。曲线a为瞬态抑制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特性曲线，VC1

为瞬态抑制二极管的钳位电压，相当于将图1中的半导体放电管替换为瞬态抑制二极管时，

发生浪涌干扰时，瞬态抑制二极管的两端的电压逐渐增大至钳位电压后导通，以泄放浪涌

电流，在浪涌干扰消失后，瞬态抑制二极管的两端的电压低于钳位电压而关断。曲线b为半

导体放电管的正向导通特性曲线，VC2为半导体放电管的导通压降。同等通流能力下，由于

VC1大于VC2，故半导体放电管的发热量比瞬态抑制二极管的发热量小。

[0043] 半导体放电管为定制物料，可根据需要设置断态电压VDRM和转折电压Vs的大小。在

半导体放电管的两端电压超过VDRM(半导体放电管的不动作电压)后，漏电流会变大，使得当

半导体放电管的两端电压超过一定阈值后，呈现TVS特性，分担电压过高导致的电流，当电

压和电流持续增大时，TSS进入完全导通状态，促使电源产生的电流均流过TSS，使得直流电

源超负荷打嗝，停止输出，达到直流过压保护的能力。通过半导体放电管实现由直流电源供

电的电子设备的浪涌保护，同时通过直流电源中设置的打嗝保护机制，保证在浪涌电压消

失后半导体放电管能够关断，以解决在发生浪涌干扰时，半导体放电管由关断变为导通，如

不设置打嗝保护机制，直流电源一直保持输出，在浪涌干扰消失后，半导体放电管的电流会

高于维持电流IH，导通的半导体放电管存在无法关断的问题。由于半导体放电管的导通压

降和导通电阻较小，故可降低浪涌保护过程中产生的热量。同等芯片面积下，半导体放电管

的通流能力比瞬态抑制二极管的通流能力更强。在相同的通流能力下，半导体放电管的芯

片面积比瞬态抑制二极管的芯片面积小，成本低。半导体放电管为开关型器件，其残余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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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瞬态抑制二极管的小。在相同的通流能力下，半导体放电管的发热量比瞬态抑制二极管

的发热量小。

[0044] 可选的，在上述实施例的基础上，图5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又一种电子系统

的结构示意图，电子设备1还包括直流电源连接器50，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10的第一端，以

及待保护电路20的第一端，通过直流电源连接器50的正极接入端DC+与直流电源2的正极输

出端V+电连接；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10的第二端，以及待保护电路20的第二端，通过直流电

源连接器50的负极接入端GND与直流电源2的负极输出端V-电连接。

[0045] 其中，直流电源连接器50可包括插接件、插头或插座等。电子设备1可通过直流电

源连接器50与直流电源2的正极输出端V+和负极输出端V-插拔电连接。通过开关型浪涌保

护器件实现由直流电源供电和/或充电的电子设备的浪涌保护，同时通过直流电源中设置

的打嗝保护机制，保证在浪涌电压消失后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能够关断，可避免在直流电

源连接器拔插的过程、充电过程产生的耦合操作过电压，对后级电路造成电气过应力

(Electrical  Over  Stress，简称EOS)事件，对手持设备等电子设备造成一定的损坏的情况

发生。

[0046] 可选的，在上述实施例的基础上，继续参见图5，待保护电路20包括充电电路21和

储能元件22；充电电路21的第一端N4与待保护电路20的第一端电连接；充电电路21的第二

端N5与储能元件22的第一端电连接；充电电路21的第三端N6，以及储能元件22的第二端，均

与待保护电路20的第二端电连接。

[0047] 其中，储能元件22可包括下述至少一种：电池和超级电容等。充电电路21可用于将

直流电源2的电压进行升降压变换等，以使充电电路21的第二端N5输出的电压和电流满足

储能元件22的充电电压和充电电流需求，以提高充电效率和储能元件的寿命等。储能元件

22可以为电子设备1中的其他元件供电。

[0048] 可选的，在上述实施例的基础上，继续参见图5，待保护电路20还包括钳位型浪涌

保护器件23，其中，充电电路21的第二端N4，以及储能元件22的第一端，均与钳位型浪涌保

护器件23的第一端电连接；钳位型浪涌保护器件23的第二端与待保护电路20的第二端电连

接。

[0049] 其中，钳位型浪涌保护器件可为包括下述至少一种：瞬态抑制二极管和压敏电阻

等。可选的，钳位型浪涌保护器件包括双向瞬态抑制二极管或单向瞬态抑制二极管，比压敏

电阻等器件的响应速度快。

[0050] 可选的，在上述实施例的基础上，图6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电子设备的

结构示意图，结合图5和图6所示，电子设备还包括：过压保护器60，其中，开关型浪涌保护器

件10的第一端，以及过压保护器60的第一端N1，均与直流电源2的正极输出端V+电连接；过

压保护器60的第二端N2与待保护电路20的第一端电连接；过压保护器60的第三端N3与直流

电源2的负极输出端V-电连接；过压保护器60用于在直流电源2的正极输出端V+与负极输出

端V-之间的电压超过第二阈值，则控制过压保护器60的第一端N1与第二端N2断开。

[0051] 其中，第二阈值可大于正常工作时直流电源输出的额定电压。第二阈值可小于开

关型浪涌保护器件10的开启电压。正常工作时，即正极电源线30和负极电源线40上未发生

雷击、浪涌干扰等过电压时，正极电源线30和负极电源线40之间的电压低于第二阈值，过压

保护器60的第一端N1与第二端N2导通，直流电源2向待保护电路20正常供电。若正极电源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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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和负极电源线40上发生雷击、浪涌干扰等过电压，正极电源线30和负极电源线40之间的

直流电压逐渐增大至超过第二阈值，过压保护器60的第一端N1与第二端N2断开，待浪涌干

扰消失后，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10自然恢复，回到断开状态，直流电源2恢复正常输出，正极

电源线30和负极电源线40之间的电压低于第二阈值，过压保护器60的第一端N1与第二端N2

导通，恢复向待保护电路20的正常供电。

[0052] 可选的，在上述实施例的基础上，图7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又一种电子设备

的结构示意图，过压保护器60包括第一开关61、电压检测电路62和第二控制电路63，其中，

第一开关61的第一端与过压保护器60的第一端N1电连接；第一开关61的第二端与过压保护

器60的第二端N2电连接；电压检测电路62的检测端与过压保护器60的第一端N1电连接，电

压检测电路62的输出端与第二控制电路63的输入端电连接，第二控制电路63的输出端与第

一开关61的控制端Ctr1电连接。第二控制电路63用于在电压检测电路62检测到的电压超过

第二阈值时，控制第一开关61的第一端和第二端断开；在电压检测电路62检测到的电压低

于第二阈值时，控制第一开关61的第一端和第二端导通。

[0053] 其中，第一开关61可包括继电器、开关管等。开关管可包括MOS管和三极管等。

[0054] 注意，上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及所运用技术原理。本领域技术人员会

理解，本实用新型不限于这里所述的特定实施例，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能够进行各种明

显的变化、重新调整、相互结合和替代而不会脱离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因此，虽然通过

以上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说明，但是本实用新型不仅仅限于以上实施

例，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构思的情况下，还可以包括更多其他等效实施例，而本实用新型的

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范围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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