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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P T C 元件是一种特殊的正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元件
,

其阻值一温度特性具

有
“
延时断开

”
特性

。

可以在一些电气控制线路中取代时间继电器
,

从而简化线路
,

提高

可靠性
。

给出了 P T C 元件的应用
一

实例
,

探讨了应用时的一些问题
。

关键词 P T C 电气线路 应用

分类号 T N 37

1 P T C 元件的特性

P T C是代表
“

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
” ,

是以高纯度的钦酸钡 ( aB IT O Z
)添加微量 iB

、

bS 等稀

土元素
,

经制陶工艺烧结而成
,

属于半导体晶格结构
,

它的特性是具有某一个固定温度点
,

称为
“

居里点
” ,

当

其温度上升超过居里点后
,

其电阻会随温度上升过程

发生增加几个数量级的突变
。

温度低于居里点以下
,

电

阻值较小
,

一般为数十欧姆
,

电阻率随温度变化也很

小
,

呈现负温度电阻特性
。

某 P T C 元件的阻值一温度

特性见图 1
。

当在 P T C 元件两端施加一定的电压
,

开

始时它的温度低
,

温度在
“

居里点
”
之下

,

本身呈低阻状

态
,

允许通过较大的电流
。

相当于
“

开关闭合
” 。

由于通

过较大电流
,

元件自身发热
,

温度上升
,

经过一段时间
,

当温度超过居里点后
,

即进入 P T C 特性区
,

其内阻急

剧增加
,

使通过的电流也迅速下降
,

最后达到一个稳定

值
,

该电流数值较小
,

一般在 1 0m A 左右
,

但它流经

P T C 元件可使 P T C 元件发热与散热达到平衡
,

温度

始终保持在居里点以上
,

从而使其保持在高阻状态 (恒

温限流 )
。

这样与 P T C 元件串在同一回路中的电器元

件所流过的电流也很小
,

远小于正常工作电流
,
P T C

ǎ伙N鱿、巴哥汉俐国翻

居里点 (℃ )

图 1 F l℃ 元件阻犷【一温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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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KM 3得电吸合
,

进入△运行
,

完成起动过程
。

②
.

笼形异步电动机能耗制动电路
。

如果电力拖动系细少寸制动要求不是太高的话
,

完全可

以采用 P T C元件实现如图 3 所示的单管能耗制动线路
。

该试验电路为对 4K W 异步电动机进

行能耗制动
。

主接触器的一路触点跨接了一只整流管和一只限流电阻串成的支路
,

另一路触点

跨接了一只 P T C 元件
,

该 P T C 元件采用的是电冰箱压缩机电机用 P T C 起动器
,

通电合闸正

常运行时接触器将整流电路及 P T C 元件短接
,

当需停机时
,

接触器触点断开
,

由整流管的整流

作用
,

在电机线组中通入单方向直流电流
,

实现能耗制动
。

由于 P T C 元件中通过较大的直流电

流而发热
,

当温升超过居里点后
,

阻值迅速增大
,

最后通入电机中的电流低于 1 0m A
,

完成能耗

制动过程
。

该电路简单可靠
,

制动效果显著
。

3 P T C 元件的应用特点

在部分电气控制线路中能够运用 P T C 元

件取代时间继电器是因为 P T C 元件具有延时

断开的特性
。

P T C 元件的运用可以降低电气线

路器件成本
,

简化线路
,

减少线路的触点数目
,

从而提高线路的可靠性
。

但 P T C 元件的延时断

开的延时时间与多种因素有关
,

精确控制困难
。

下面对决定 P T C 元件的延时时间的因素略加

分析
。

若一只 P T C 元件与某型号接触器线包相

串
,

由图 1 可见
,

P l℃ 元件的温度在居里点以

下
,

阻值变化不大
,

因线包阻抗较 P T C 导通电

阻高出许多
:
可认为

,

P T C 中流过的电流为线

包吸合电流
。

P T C 元件延时时间可近似认为是

P T C 元件的温度升高至居里点的时间
。

根据热

平衡方程式可知
,
P T C 元件的延时时间 (即温

}}} rrr

___ _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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叹叹

图 3 采用 PT C 元件的能耗制动线路

升时间)与 P T C 元件的起始温度
、

发热量
、

热容量及散热系数有关
,

由于 P T C 元件一般用绝热

绝缘材料封装
,

因而散热系数小
,

并且一般情况下
,

如果能保证 P T C 元件的两次通电间隔时间

在 5而
n
左右

,

也即通电前能使 P T C 元件充分散热
,

温度降为室温
,

而一般室温与居里点相差

较大
,

且高低变化范围有限
,

则室温的高低对延时时间影响不是主要因素
。

延时时间主要与发

热量即流经接触器线包的吸合电流的大小有关
,

与其自身的热容量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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