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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子管功放制作指南》是根据目前广为流行的各类型胆机，精选了24台具有代表性的电子管功放，
以作为广大读者学习制作电子管功放而编写的。主要内容包括各类型电子管功放简介、电路分析、制
作、安装、调试，以及涉及到的相关知识，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述。同时在各类型电子管功放制作中
，配有大量的插图，如实物图、电路图、底座尺寸、安装配线、整机图等，便于读者按图索骥学习和
制作功放参阅。
《电子管功放制作指南》取材广泛、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适用于胆
机初学者和爱好者在制作电子管功放时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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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7.7.3功放级工作状态的选择　　功放级工作状态的选择是制作高保真功放的关键。在推挽功放中
，首先要求功率放大管是特性相同的配对管，这样才能保证推挽电路正常的工作；同时应根据每只功
放电子管的伏一安特性，选择在最佳的线性放大区域之内，因此对功放管的屏极电压、栅极负偏压与
阴极电压的取值尤为重要。在调试时必须确保推挽功放管的工作处于完全平衡状态。　　17.7.4耦合电
容的品质　　在功率放大器中，其级间耦合电容器的品质，对功放音质的影响也比较大。如果使用品
质不良或漏电明显的级问耦合电容，将会使功放的失真无法消除。因为介质损耗大的级问耦合电容，
其容抗对不同频率产生不同的响应，它随着交流信号的频率增高而加大，能使信号中的频率与幅度发
生变化，导致放大器的频率失真与相位失真。　　17.7.5制作工艺与布线　　功率放大器的制作工艺与
布线对功放的噪声级影响不可忽视，要制作低噪声背景宁静的功放必须在制作与布线上下功夫。　　
功放整机的接地布线必须合理安排，采用每线接地法和单点接地法，并在装配与焊接中做到阴极与栅
极同点接地，同时将输出及电源大电流部分的接地与输入小电流部分的接地走线分开。对双声道功放
的接地应做到左、右声道严格分开，并从输入端至输出端按顺序排列。　　对灵敏度较高的输入端子
与音量控制器电位器的走线应采用金属屏蔽隔离线，并将外面金属隔离层接地，这样可以消除外界的
噪声干扰。　　对电子管灯丝电压的交流走线，应采用双股导线绞合的方法，使交流磁场相互抵消，
以杜绝外磁场干扰。　　对功放机内的整机布线或分段结扎时，必须将屏极和B+高压走线与栅级和阴
级走线严格分开，以防止交叉干扰。　　电源变压器、阻流圈与输出变压器等均属于有外磁场幅射干
扰的大型零部件，应采用外加屏蔽罩壳或封闭式安装方式，以杜绝外磁场干扰。电源变压器的一次侧
与二次侧之间必须增加静电隔离层，以杜绝调变交流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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