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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引言
在互联网的互联世界中，物联网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可

以通过连接不同的传感器节点将数据传输到安全服务器。电源

管理是提高物联网应用效率的重点环节之一。

在大多数应用中，传感器节点（数据采集元件）大多由电池供

电且均放置在偏远的区域。电池寿命取决于传感器节点设计中

电源策略的效率。通常，传感器节点处于休眠模式，只有进行

数据采集时才会切换到激活模式。这些器件的占空比很低。为

了尽可能延长电池寿命，我们需要提升物联网应用中休眠电流

的性能。

物联网器件中电源管理的基础知识
在典型的物联网系统中（如图1所示），无线传感器节点大多由

电池供电，因此，其自身会受到电池寿命的限制。电源管理在

延长传感器节点使用时间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在考虑如何节

省传感器节点电力时，通常会涉及占空比这个概念。由于串音

和空闲侦听是造成传感器节点能源浪费的主要来源，我们可以

从以下三个不同的方面来评估无线传感器节点的耗电量：

 传感器

 微控制器

 无线电操作

传感器采集温度、湿度等原始数据，并将其发送给微控制器。

微控制器负责处理原始数据，并通过无线链路将这些数据传输

到云端或数据中心。然而，由于典型传感器应用运行时的占空

比非常低（从0.01%到1%不等），且大部分时间处于空闲状态，

因此，如果电源管理方案采用具有极低休眠电流的传感器节点

将有助于延长电池寿命。智能灌溉系统就属于此类应用，系统

里面的传感器节点可测量土壤湿度且每小时仅收集一次数据。

技术文章

本文探讨如何提高物联网(IoT)器件的电池能效比。首先，本

文简单回顾电池管理内容，然后重点介绍nanopower运输模式

和休眠模式在电池管理中的关键作用。最后，本文提供一种

新的解决方案，其可以更好地优化电池管理中的两个模式，

与传统方法相比，采用新的解决方案有利于降低了功耗水平

和节省电路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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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物联网系统的典型构建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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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模式和休眠模式有什么关键作用？
运输模式和休眠模式是电池供电物联网器件中常用的专业术

语，也是物联网应用中电源管理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运输模

式是一种nanopower状态，可在产品运输阶段延长电池寿命。在

运输模式下，电池与系统其余部分断开连接，以尽可能减少产

品闲置或不使用时的电力消耗。运输模式可通过按钮解除，以

恢复器件的正常运行。

当器件处于激活状态时，可使用休眠模式来延长电池寿命。

在休眠模式下，系统所有外设要么关闭，要么以最低功率要

求运行。物联网器件会定期唤醒，执行特定任务后重回到休

眠模式。

通过禁用无线传感器节点的各种外设可以实现不同的休眠模

式。例如，在调制解调器休眠模式中，只有通信模块会被禁

用。在轻度休眠模式中，大多数模块被禁用（包括通信模块、

传感器模块和数字模块等），在深度休眠模式中，无线传感器

节点电源完全关闭。

在传感器节点中启用深度休眠模式可以最大限度延长电池寿命；

因此，优化深度休眠电流是提高电池整体寿命的唯一途径。

在物联网应用中启用深度休眠模式的占空比方法
物联网模块中的占空比是启用深度休眠模式的常用方法之一。

当无线传感器节点处于深度休眠状态时，大多数外设都处于电

源关闭或关机模式，此模式仅消耗少量纳安级电流。实时时钟

(RTC)等计时器件会在编程设置的超时周期后唤醒物联网模块。

如果使用这种方法，微控制器会在系统处于深度休眠模式时完

全关闭。但是，在恢复之后，总会涉及启动时间，这将增加不

必要的延迟。鉴于这些利弊得失，所提出方法的效果取决于每

个节点的特性和应用的占空比。

深度休眠模式和运输模式的传统解决方案： 
使用RTC、负载开关和按钮控制器
传统解决方案通常使用负载开关和RTC来开/关无线传感器节点

的电源。使用这种方法时，只有负载开关和RTC处于激活状态，

从而将总静态电流减少到纳安级。休眠时间可以通过无线传感

器节点内的微控制器进行编程设置。

外部按钮控制器可以连接到负载开关以启用运输模式功能。

外部按钮用于退出运输模式，使无线传感器节点进入正常运

行模式。

图2. 分立式解决方案框图

深度休眠和运输模式改良方案
MAX16163/MAX16164是ADI公司的nanopower控制器，具有开/关控

制器和可编程休眠时间特性。该器件集成一个电源开关来选

通输出，可提供高达200 mA的负载电流。MAX16162/MAX16163可

取代传统负载开关、RTC和电池“保鲜(freshness)”IC，以减少

物料清单(BOM)的数量并降低成本。无线传感器节点单元通过

MAX16162/MAX16163连接到电池。休眠时间可通过微控制器进行编

程设置，也可使用PB/SLP与地之间的外部电阻或使用微控制器

的I2C命令来设置。外部按钮用于退出器件的运输模式。

图3. 使用MAX16163的集成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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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分立式解决方案原理图。

解决方案性能比较
两种方案的性能比较结果取决于物联网应用的占空比。对于

占空比小的应用，用休眠电流来衡量物联网器件运行时的系

统效率，用关机电流来衡量运输模式的耗电量。为了验证该

解决方案的模式，我们选择了静态电流最小的RTC MAX31342、电

池“保鲜”密封MAX16150和小型负载开关TPS22916。RTC使用I2C通

信进行编程，用于设置物联网应用的休眠时间，当定时器过

期时，中断信号会下拉MAX16150的PBIN引脚。MAX16150将OUT设置

为高电平并打开负载开关。在休眠期间，仅TPS22916、MAX31342

和MAX16150会消耗电源系统的电力。

表1. 传统解决方案中不同模块的电流消耗

(nA) (nA)

RTC MAX31342 150 6

TPS22916 10 10

MAX16150 10 10

170 26

在实验中，我们评估了两种先进解决方案在固定占空比下的

电池使用寿命，比较了传统解决方案和使用MAX16163的改良方

案的性能。 

电池寿命可以用平均负载电流和电池容量来计算。

平均负载电流可以用系统的占空比来计算。

有效电流是指无线传感器节点处于激活状态时的系统电流。

为比较这两种解决方案，我们假设系统每两小时唤醒一次，

执行特定任务后进入休眠模式。系统有效电流为5 mA。电池寿

命取决于运行的占空比。图5显示了占空比不同的两种方案的

电池寿命图，占空比从0.005%到0.015%不等。

图5. 无线传感器节点的电池寿命与占空比的关系。

表2. 两种不同解决方案的比较

250 mAh 250 mAh

146 nA 30 nA

170 nA 10 nA

IC 1 (MAX16163)

130 mm2

MAX31342
MAX16150 TPS22916

 

MAX16163

50 mm2

3 RTC+ +

http://www.analog.com/cn/index.html


请访问analog.com/cn如需了解区域总部、销售和分销商，或联系客户服务和
技术支持，请访问analog.com/cn/contact。

向我们的ADI技术专家提出棘手问题、浏览常见问题解
答，或参与EngineerZone在线支持社区讨论。 
请访问ez.analog.com/cn。

©2022 Analog Devices, Inc. 保留所有权利。 
商标和注册商标属各自所有人所有。

“超越一切可能”是ADI公司的商标。 

TA23961sc-7/22

作者简介
Suryash Rai自2016年以来一直在ADI公司担任应用工程师，负责
支持保护IC产品组合。他拥有卡纳塔克邦国家技术学院的
通信工程硕士学位。Suryash目前居住在加州圣何塞，爱好烹
饪、旅行和交友。

在线支持社区
访问ADI在线支持社区，
与ADI技术专家互动。提出您的
棘手设计问题、浏览常见问题
解答，或参与讨论。

请访问ez.analog.com/cn

中 文 技 术 论 坛

综上所述，本文探讨了在物联网器件快速增长的环境下对电池

电量管理的关键作用。它表明了优化运输和休眠模式是提高电

池效率的最佳途径之一。ADI公司的MAX16163解决方案有助于在设

计中更加精确地控制这些功能。与传统方法相比，该解决方案

将电池寿命延长了约20%（针对0.007%的典型占空比操作，如图

5所示），并将解决方案尺寸减小至传统方案的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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