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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自动检测高压打火系

统，包括：正压检测单元：设置在正高压输出线路

上，读取正压采样电阻的两端电压；正压比较单

元：比较正压检测单元的送入数据，正常使用时，

输出为高电平，高压拉弧打火时，输出为低电平；

负压检测单元：设置在负高压输出线路上，读取

负压采样电阻的两端电压；负压比较单元：比较

负压检测单元的送入数据，正常使用时，输出为

高电平，高压拉弧打火时，输出为低电平；输出单

元：用正压比较单元的结果、负压比较单元的结

果，得到结果OC。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本系统检

测输出端，相对检测标准根据输出电压的大小也

实时自动变化，不需要根据环境变化手动检测保

存对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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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动检测高压打火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正压检测单元：设置在正高压输出线路上，读取正压采样电阻的两端电压，得到高压输

入端+HV+，高压输出端+HV-，正常使用时正压采样电阻的两端电压差较小，其分压电阻值设

定使+HV+<+HV-，高压拉弧打火时正压采样电阻两端电压差变大，使+HV+>+HV-；

正压比较单元：比较正压检测单元的送入数据，正常使用时，输出为高电平，高压拉弧

打火时，输出为低电平；

负压检测单元：设置在负高压输出线路上，读取负压采样电阻的两端电压，得到高压输

入端-HV-，高压输出端-HV+，正常使用负压时采样电阻的两端电压差较小，其分压电阻值设

定使-HV+<-HV-，高压拉弧打火时负压采样电阻两端电压差变大，使-HV+>-HV-；

负压比较单元：比较负压检测单元的送入数据，正常使用时，输出为高电平，高压拉弧

打火时，输出为低电平；

输出单元：用正压比较单元的结果、负压比较单元的结果，得到结果OC。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检测高压打火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正压比较单元：将

正压检测单元的+HV+送入比较单元的运算放大器U1运放负输入端2脚，将+HV-送入比较单

元的运算放大器U1运放正输入端3脚，正常使用时，根据正压检测单元中的分压电阻设定+

HV+<+HV-，又在比较单元中把U1配置成比较器，比较器的负输入端小于正输入端，即比较器

U1输出为+15V高电平，高压拉弧打火时，根据检测单元得到的数据+HV+>+HV-，即比较器U1

输出为-12V低电平。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检测高压打火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负压比较单元：将

负压检测单元的-HV+送入比较单元的运算放大器U2运放负输入端2脚，将-HV-送入比较单

元的运算放大器U2运放正输入端3脚，正常使用时，根据负压检测单元中的分压电阻设定-

HV+<-HV-，又在比较单元中把U2配置成比较器，比较器的负输入端小于正输入端，即比较器

U2输出为+15V高电平，高压拉弧打火时，根据检测单元得到的数据-HV+>-HV-，即比较器U1

输出为-12V低电平。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检测高压打火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输出单元：将正压

比较单元的结果通过输出单元限流电阻R2限流，将负压比较单元的结果通过输出单元限流

电阻R14限流，正压比较单元的电压限流后送到输出单元隔离二极管D2的2脚，负压比较单

元的电压限流后送到输出单元隔离二极管D2的1脚，D2的3脚结果进行抓取低电平、舍去高

电平，再用D3进行负电压钳位，最后用U3组成的同向触发器进行快速触发，得到一个结果

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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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动检测高压打火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喷码机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涉及一种自动检测高压打火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在一些应用场合需要多个设备去检测一个物体。现有一般是每个设备用一路光电

去检测。这样操作安装复杂，调试繁琐。用一路光电同时供给多个设备时，各个设备光电接

口电压也各有不同，不能直接并联连接。

[0003] 现有检测系统，是检测高压模块的输入电流。实际使用时高压设定有高有低，对应

高压模块的输入电流也有高有低，判断依据需要事先手动保存起来，做对比。使用环境变化

又需要重新手动检测保存数据。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自动检测高压打火系统。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自动检测高压打火系统，包括：正压检测单

元：设置在正高压输出线路上，读取正压采样电阻的两端电压，得到高压输入端+HV+，高压

输出端+HV-，正常使用时正压采样电阻的两端电压差较小，其分压电阻值设定使+HV+<+

HV-，高压拉弧打火时正压采样电阻两端电压差变大，使+HV+>+HV-；正压比较单元：比较正

压检测单元的送入数据，正常使用时，输出为高电平，高压拉弧打火时，输出为低电平；负压

检测单元：设置在负高压输出线路上，读取负压采样电阻的两端电压，得到高压输入端-

HV-，高压输出端-HV+，正常使用负压时采样电阻的两端电压差较小，其分压电阻值设定使-

HV+<-HV-，高压拉弧打火时负压采样电阻两端电压差变大，使-HV+>-HV-；负压比较单元：比

较负压检测单元的送入数据，正常使用时，输出为高电平，高压拉弧打火时，输出为低电平；

输出单元：用正压比较单元的结果、负压比较单元的结果，得到结果OC。

[0006] 进一步的，所述正压比较单元：将正压检测单元的+HV+送入比较单元的运算放大

器U1运放负输入端2脚，将+HV-送入比较单元的运算放大器U1运放正输入端3脚，正常使用

时，根据正压检测单元中的分压电阻设定+HV+<+HV-，又在比较单元中把U1配置成比较器，

比较器的负输入端小于正输入端，即比较器U1输出为+15V高电平，高压拉弧打火时，根据检

测单元得到的数据+HV+>+HV-，即比较器U1输出为-12V低电平。

[0007] 进一步的，所述负压比较单元：将负压检测单元的-HV+送入比较单元的运算放大

器U2运放负输入端2脚，将-HV-送入比较单元的运算放大器U2运放正输入端3脚，正常使用

时，根据负压检测单元中的分压电阻设定-HV+<-HV-，又在比较单元中把U2配置成比较器，

比较器的负输入端小于正输入端，即比较器U2输出为+15V高电平，高压拉弧打火时，根据检

测单元得到的数据-HV+>-HV-，即比较器U1输出为-12V低电平。

[0008] 进一步的，所述输出单元：将正压比较单元的结果通过输出单元限流电阻R2限流，

将负压比较单元的结果通过输出单元限流电阻R14限流，正压比较单元的电压限流后送到

输出单元隔离二极管D2的2脚，负压比较单元的电压限流后送到输出单元隔离二极管D2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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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D2的3脚结果进行抓取低电平、舍去高电平，再用D3进行负电压钳位，最后用U3组成的同

向触发器进行快速触发，得到一个结果OC。

[0009] 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本系统检测输出端，相对检测标准根据输出电压的大小也

实时自动变化，不需要根据环境变化手动检测保存对应数据。

附图说明

[0010] 图1是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原理框图；

[0011] 图2是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正压检测单元电路图；

[0012] 图3是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负压检测单元电路图；

[0013] 图4是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正压比较单元、负压比较单元以及输出单元电路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本领

域技术人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

只要在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0015] 参见说明书附图，本实用新型提供的自动检测高压打火系统，包括：正压检测单元

1：设置在正高压输出线路上，读取正压采样电阻的两端电压，得到高压输入端+HV+，高压输

出端+HV-，正常使用时正压采样电阻的两端电压差较小，其分压电阻值设定使+HV+<+HV-，

高压拉弧打火时正压采样电阻两端电压差变大，使+HV+>+HV-；正压比较单元2：比较正压检

测单元1的送入数据，正常使用时，输出为高电平，高压拉弧打火时，输出为低电平；负压检

测单元3：设置在负高压输出线路上，读取负压采样电阻的两端电压，得到高压输入端-HV-，

高压输出端-HV+，正常使用负压时采样电阻的两端电压差较小，其分压电阻值设定使-HV+

<-HV-，高压拉弧打火时负压采样电阻两端电压差变大，使-HV+>-HV-；负压比较单元4：比较

负压检测单元3的送入数据，正常使用时，输出为高电平，高压拉弧打火时，输出为低电平；

输出单元5：用正压比较单元2的结果、负压比较单元4的结果，得到结果OC。

[0016] 本实施例优选的，正压检测单元1：正高压输出线路上插入一个检测单元。正常使

用时检测单元的R8(采样电阻)上两端电压差相对较小，检测单元的R3、R6与R4、R7（分压电

阻）去读取R8的两端电压，得到高压输入端+HV+，高压输出端+HV-，其分压电阻值设定使+HV

+<+HV-。当高压拉弧打火时R8(采样电阻)上两端电压差变大，使+HV+>+HV-。

[0017] 本实施例优选的，正压比较单元2：正压检测单元1的数据送入比较单元分析。将正

压检测单元1的+HV+送入比较单元的U1（运算放大器）2脚（运放负输入端），将+HV-送入比较

单元的U1（运算放大器）3脚（运放正输入端）。正常使用时，根据正压检测单元1中的分压电

阻设定（+HV+<+HV-），又在比较单元中把U1配置成比较器。即比较器的负输入端小于正输入

端，即比较器U1输出为+15V（高电平）。高压拉弧打火时，根据检测单元得到的数据（+HV+>+

HV-），即比较器U1输出为-12V（低电平）。

[0018] 本实施例优选的，负压检测单元3：负高压输出线路上插入一个检测单元。正常使

用时检测单元的R9(采样电阻)上两端电压差相对较小，检测单元的R16、R11与R17、R12（分

压电阻）去读取R9的两端电压，得到高压输入端-HV-，高压输出端-HV+，其分压电阻值设定

使-HV+<-HV-。当高压拉弧打火时R9(采样电阻)上两端电压差变大，使-HV+>-H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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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本实施例优选的，负压比较单元4：负压检测单元3的数据送入比较单元分析。将负

压检测单元3的-HV+送入比较单元的U2（运算放大器）2脚（运放负输入端），将-HV-送入比较

单元的U2（运算放大器）3脚（运放正输入端）。正常使用时，根据负压检测单元3中的分压电

阻设定（-HV+<-HV-），又在比较单元中把U2配置成比较器。即比较器的负输入端小于正输入

端，即比较器U2输出为+15V（高电平）。高压拉弧打火时，根据检测单元得到的数据（-HV+>-

HV-），即比较器U1输出为-12V（低电平）。

[0020] 输出单元5：将正压比较单元2的结果通过输出单元5R2（限流电阻）限流，将负压比

较单元4的结果通过输出单元5R14（限流电阻）限流。正压比较单元2的电压限流后送到输出

单元5D2（隔离二极管）2脚，负压比较单元4的电压限流后送到输出单元5D2（隔离二极管）1

脚。D2的3脚结果进行抓取低电平（高压拉弧）、舍去高电平（正常工作）。再用D3进行负电压

钳位。最后用U3组成的同向触发器进行快速触发。得到一个结果OC。OC高电平（正常工作），

OC低电平（高压拉弧打火）。

[0021] 系统根据OC的电平来判断高压模块是否处于拉弧打火状态。系统根据设定来关闭

高压模块供电,并提示高压打火，及时制止更进一步的拉弧打火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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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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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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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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