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精度、四通道 UV/OV 
正/负电压监控器 

ADM12914 
特性 
四通道欠压/过压(UV/OV)正/负电压监控器  
最多能监控两个负供电轨  
可调欠压和过压输入阈值 
在扩展的温度范围内提供业界先进的阈值精度：±0.8%  
1 V缓冲基准电压输出  
开漏 UV 和OV 复位输出  
可调复位超时，具有禁用选项  
保证输出有效范围：VCC可低至0.9 V  
干扰抑制  
电源电流：62 μA  
16引脚QSOP封装  
额定温度范围：−40°C至+125°C  
应用 
服务器电源监控  
FPGA/DSP内核和I/O电压监控  
电信设备  
医疗设备  

功能框图 
 

图1 

 
概述  

ADM12914是一款四通道电压监控器IC，非常适合监控各

种应用中的多个供电轨。每个受监控的供电轨均有两个专

用输入引脚VHx和VLx，利用这些引脚可以监控每个供电

轨是否发生欠压 (UV)及过压 (OV)状况，阈值精度高达

±0.8%。所有受监控的供电轨均共用通用低电平有效欠压

( UV )和过压( OV )引脚。  

ADM12914 含有一路 1 V 缓冲基准电压输出 REF；当监

控负电压时，它可充当偏置电压。三态 SEL 引脚决定第

三路和第四路输入的极性，即通过引脚配置该器件来监

控正电源或负电源。  

该器件内置分流调节器，因而可以用于电压较高的系统。

此特性要求在主供电轨与VCC引脚之间放置一个电阻，用来

限制流入VCC引脚的电流，使之不超过10 mA。ADM12914
使用内部分流调节器来调节VCC，以防电源线路电压超过绝

对最大额定值。  

ADM12914提供两种型号。ADM12914-1可提供锁存过压输

出，该输出可通过切换 LATCH 输入引脚予以清零。

ADM12914-2具有一个禁用引脚，它可以使过压和欠压输

出引脚无效，从而禁用 UV 和OV 输出信号。  

ADM12914采用16引脚QSOP封装，额定温度范围为−40°C
至+125°C扩展温度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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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 
TA = −40°C至+125°C。除非另有说明，TA典型值为25°C。除非另有说明，VCC = 3.3 V，VLx = 0.45 V，VHx = 0.55 V，LATCH  

= VCC，SEL = VCC，DIS = 开路。 
表1  
参数  符号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单位  测试条件/注释 

分流调节器        

VCC分流调节器电压 VSHUNT 6.3  6.6  6.8  V  ICC= 5 mA  

VCC分流调节器负载调整率 ΔVSHUNT   150  mV  ICC= 2 mA至10 mA  

电源        

电源电压1  VCC 2.3   VSHUNT V   

最小有效VCC输出 VCCR(MIN)   0.9  V  DIS = 0 V  

电源欠压闭锁 VCC(UVLO) 1.94  2  2.06  V  DIS = 0 V，VCC上升  
电源欠压闭锁迟滞 ΔVCC(HYST) 15  25  35  mV  DIS = 0 V  

电源电流 ICC  62  100  μA  VCC= 2.3 V至6.0 V  

基准电压输出        

基准输出电压 VREF 0.994  1  1.008  V  IVREF= ±1 mA  

欠压/过压特性        

欠压/过压阈值 VUOT 496  500  504  mV  VCC= 2.3 V至6.0 V  
欠压/过压阈值至输出延迟 tUOD 100  200  350  μs  VHx = VUOT− 5 mV或VLx = VUOT+ 5 mV 
VHx、VLx输入电流 IVHL   ±10  nA   

UV / OV 超时周期 tUOTO 7.5  8.5  10.5  ms  CTIMER= 1 nF  

OV 锁存清零输入       

OV 锁存清零阈值输入高电平 V LATCH (IH) 1.2    V   

OV 锁存清零阈值输入低电平  V LATCH (IL)   0.8  V   

LATCH 输入电流 ILATCH   50  nA  V LATCH > 0.5 V 

禁用输入        

DIS输入高电平 VDIS(IH)  1.2   V   

DIS输入低电平 VDIS(IL)   0.8  V   

DIS输入电流  IDIS 1.25  2  2.75  μA  VDIS> 0.5 V  

定时器特性        

定时器上拉电流  ITIMER(UP) −1.7  −2.1  −2.5  μA  VTIMER= 0 V  

定时器下拉电流 ITIMER(DOWN) 1.7  2.1  2.5  μA  VTIMER= 1.6 V  

定时器禁用电压 VTIMER(DIS) −180  −270   mV  参考VCC 

输出电压        

输出电压高电平UV / OV  VOH 1    V  VCC= 2.3 V; I UV / OV  = −1 μA  

输出电压低电平UV / OV  VOL  0.1  0.3  V  VCC= 2.3 V; I UV / OV  = 2.5 mA  

   0.01  0.15  V  VCC= 0.9 V; I UV  = 100 μA  

三态输入SEL        

低电平输入电压  VIL   0.4  V   

高电平输入电压  VIH 1.4    V   

处于高阻态时的引脚电压 VZ 0.8  0.9  1.0  V  ISEL= ±10 μA  

SEL高、低输入电流 ISEL   ±25  μA   

最大SEL输入电流 ISEL(MAX)   ±30  μA  SEL接VCC或GND  
1 VCC引脚上的最大电压受输入电流的限制。VCC引脚内部具有6.5 V分流调节器，因此超过6 V的低阻抗电源可能会超过最大容许输入电流。采用6 V以上电

源供电时，务必使用降压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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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最大额定值  
表2  
参数  额定值  

VCC −0.3 V至+6 V  

UV , OV  −0.3 V至+16 V  

定时器  −0.3 V至(VCC+ 0.3 V) 

VLx, VHx, LATCH , DIS, SEL  −0.3 V至+7.5 V  

ICC 10 mA  

基准负载电流(IREF)  ±1 mA  

I UV , I OV  10 mA  

存储温度范围  −65°C至+150°C  

工作温度范围  −40°C至+125°C  

引脚温度（焊接，10秒）  300°C  

注意，超出上述绝对最大额定值可能会导致器件永久性损

坏。这只是额定最值，不表示在这些条件下或者在任何其

它超出本技术规范操作章节中所示规格的条件下，器件能

够正常工作。长期在绝对最大额定值条件下工作会影响器

件的可靠性。  

表3. 热阻  
封装类型  θJA 单位 
16引脚QSOP  104  °C/W 

 
ESD警告  

 

ESD（静电放电）敏感器件。 

带电器件和电路板可能会在没有察觉的情况下放电。

尽管本产品具有专利或专有保护电路，但在遇到高能

量 ESD 时，器件可能会损坏。 
因此，应当采取适当的 ESD 防范措施，以避免器件

性能下降或功能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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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脚配置和功能描述  
 

图2. ADM12914-1引脚配置 

 

图3. ADM12914-2引脚配置 

 
表4. 引脚功能描述  

引脚编号 
引脚名称  描述  ADM12914-1  ADM12914-2  

1, 3  1, 3  VH1, VH2  高电平输入1和高电平输入2。如果VH1或VH2监控的电压降至0.5 V以下，即检测

到欠压状况。不用时接至VCC。 
2, 4  2, 4  VL1, VL2  低电平输入1。如果VL1或VL2监控的电压升至0.5 V以上，即检测到过压状况。不

用时接至GND。  
5, 7  5, 7  VH3, VH4  高电平输入3和高电平输入4。这些输入的极性由SEL引脚的状态决定（见表5）。

如果受监控输入配置为正电压，并且VH3和VH4监控的电压降至0.5 V以下，则检

测到欠压状况。反之，如果受监控输入配置为负电压，并且输入降至0.5 V以下，

则检测到过压状况。不用时接至VCC。  
6, 8  6, 8  VL3, VL4  低电平输入3和低电平输入4。这些输入的极性由SEL引脚的状态决定（见表5）。

如果受监控输入配置为正电压，并且VL3或VL4监控的电压升至0.5 V以上，则检

测到过压状况。反之，如果受监控输入配置为负电压，并且输入升至0.5 V以上，

则检测到欠压状况。不用时接至GND。  
9  9  GND  器件地。  
10  10  REF  缓冲基准电压输出。此引脚为1 V基准电压，用作监控负电压时的偏置电压。此引

脚可输出或吸入1 mA电流，并可驱动最高1 nF的负载。更大的容性负载可能导致

不稳定。不用时断开。  
11  11  OV  过压复位输出。如果负极输入电压降至相关阈值以下，或者正极输入电压超过相

关阈值，则 OV 置位低电平。ADM12914-1允许将OV 锁存在低电平。ADM12914-2

使 OV 在可调超时周期内保持低电平，该超时周期由定时器电容决定。此引脚具

有对VCC的弱上拉电流，可以从外部将其上拉至16 V。不用时断开。 
12  12  UV  欠压复位输出。如果负极输入电压超过相关阈值，或者正极输入电压降至相关阈

值以下，则 UV 置位低电平。UV  在可调超时周期内保持低电平，该超时周期由

连接到TIMER引脚的外部电容设置。此引脚具有对VCC的弱上拉电流，可以通过外

部上拉电阻将其上拉至16 V。不用时断开。 
13  N/A1 LATCH  OV 锁存旁路输入/清零引脚。拉高时， OV 锁存清零。保持高电平时， OV 输出

的延迟和输出特性与 UV 输出相同。拉低时， OV 输出在置位时锁存（仅适用于

ADM12914-1）。 
N/A1 13  DIS  OV 和 UV 禁用输入。拉高时，无论VHx和VLx输入引脚为何状态，OV 和 UV 输

出都将保持高电平。但是，如果发生欠压闭锁(UVLO)状况，OV 和 UV 输出将置

位。此引脚内部具有对地的弱下拉电流 (2 μA)。不用时断开。（仅适用于

ADM12914-2。） 
 14 14  SEL  输入极性选择。此三态输入引脚支持对VH3、VL3、VH4、VL4的极性进行配置。

将此引脚连接到VCC或GND，或者保持开路，可以选择三种可能的输入极性配置

之一（见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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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脚编号 
引脚名称  描述  ADM12914-1  ADM12914-2  

15  15  TIMER  可调复位延迟定时器。将一个外部电容连接到 TIMER 引脚，以设置复位超时延迟

时间。参见典型工作特性部分的图 15。将此引脚连接到 VCC可旁路定时器。  
16  16  VCC 电源电压。对于 6 V 及以下的电压，VCC 用作直接电源。对于 6 V 以上的电压，它

用作分流调节器。这种配置必须使用降压电阻，以便将电流限制在 10 mA 以下。

无降压电阻时，此引脚的电压不得超过 6 V。应使用 0.1 μF 或更大的旁路电容。  
1 N/A表示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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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工作特性  
 

图4. 输入阈值电压与温度的关系  
 

图5. 电源电流与温度的关系  
 

图6. VCC分流电压与温度的关系  

 
图7. VCC分流电压与ICC的关系  

 
图8. 缓冲基准电压与温度的关系  

 
图9. 瞬态持续时间与比较器过驱的关系  

 



ADM12914 

Rev. C | Page 8 of 16 

ADM12914 
 

图10. UV / OV 超时周期与温度的关系  
 

图11. UV 输出电压与 VCC的关系 

 
图12. UV 输出电压与 VCC的关系  

 
图13. ISINK、IUV 与VCC的关系  

 
图14. UV / OV 低电平输出电压与输出吸电流的关系  

 
图15. UV / OV 超时周期与电容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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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原理  
电压监控  

ADM12914最多能监控四个电压轨是否发生欠压和过压状

况。两个引脚VHx和VLx用于监控各电压轨，一个执行过

压检测，一个执行欠压检测。各引脚连接到内部电压比较

器的输入端，其电平与0.5 V基准电压进行内部比较，阈值

精度高达±0.8%。该器件的额定工作温度范围为−40°C至

+125°C扩展温度范围。  

各内部欠压比较器的输出连接到一个通用 UV 输出引脚。

同样，各内部过压比较器的输出连接到一个通用 OV 输出

引脚。  
 

图16. 典型应用图 

极性配置  

ADM12914能够监控正极性和负极性的电源电压。SEL引脚

是一个三态引脚，用来决定输入3和输入4的极性。如表5
所示，SEL引脚接GND或VCC，或者不连接。  

当一路输入配置为监控正电压时，请使用图17所示的三电

阻方案，VHx连接到电阻分压器的高端抽头，VLx连接到

电阻分压器的低端抽头。  

相反，当一路输入配置为监控负电压时，UVx和Ovx在内

部交换。因此，要监控的负电压如图18所示进行连接，VHx
仍然连接到高端抽头，VLx仍然连接到低端抽头。在这种

配置中，当受监控电压（负值）高于编程设置的阈值时，

即发生欠压状况；当受监控电压（负值）低于编程设置的

阈值时，即发生过压状况。  

 
表5. 极性配置  
 输入3 输入4 
SEL引脚  极性  欠压条件  过压条件  极性  欠压条件  过压条件  
接VCC  正  VH3 < 0.5 V  VL3 > 0.5 V  正  VH4 < 0.5 V  VL4 > 0.5 V  

不连接  正  VH3 < 0.5 V  VL3 > 0.5 V  负  VL4 > 0.5 V  VH4 < 0.5 V  

接GND  负  VL3 > 0.5 V  VH3 < 0.5 V  负  VL4 > 0.5 V  VH4 < 0.5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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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引脚连接  

正电压监控方案  
监控正电源时，需要监控的标称工作电压用VM表示，IM为

流过电阻分压器的标称电流，VOV为过压跳变点，VUV为欠

压跳变点。  
 

图17. 正欠压/过压监控配置 

图17为正电压监控输入连接图。三个外部电阻RX、RY和RZ

将需要监控的正电压VM分压为高端电压VPH和低端电压

VPL。高端电压连接到相应的VHx引脚，低端电压连接到相

应的VLx引脚。  

触发过压的条件是低端电压（即VPL）必须超过VLx引脚上

的0.5 V阈值。低端电压VPL的计算公式如下：  

V 50.
RRR

RVV
ZYX

Z
OVPL =








++

=  

另外，  

M

M
ZYX I

V
RRR =++  

因此，设置过压监控器所需跳变点的电阻RZ的计算公式如

下：  

( )( )
( )( )MOV

M
Z IV

V.
R

50
=  (1) 

触发欠压的条件是高端电压（即VPH）必须超过VHx引脚上

的0.5 V阈值。高端电压VPH的计算公式如下：  

V 50.
RRR

RRVV
ZYX

ZY
UVPH =









++
+

=  

RZ已知，因此RY可以表示为：  

( )( )
( )( ) Z

MUV

M
Y R

IV
V.

R −=
50

 (2) 

当RY和RZ均已知时，RX的计算公式如下：  

( )
( ) YZ

M

M
X RR

I
V

R −−=  (3) 

如果VM、IM、VOV或VUV改变，则必须重新计算每一步。  

负电压监控方案  
图18为负电源电压监控的电路配置图。为了监控负电压，

要求将1 V基准电压连接到分压器电路的端节点。此基准电

压产生于内部，通过REF引脚输出。  
 

图18. 负欠压/过压监控配置 

“正电压监控方案”部分介绍的公式只需经过细小的修改，

就可以用于负电压监控。1 V基准电压增加到总压降中，因

此必须从VM、VUV和VOV中减去该值，才能用于以上公式。  

为监控负电压，电阻分压器电路将1 V基准电压和负电源电

压之间的压差分压，输入高端电压VNH和低端电压VNL。与

正电压监控方案类似，高端电压VNH连接到相应的VHx引
脚，低端电压VNL连接到相应的VLx引脚。更多信息请参见

电压监控示例部分。  

阈值精度  

复位阈值精度至关重要，特别是电压较低时。考虑一个

FPGA应用，它要求容差为±5%的1 V内核电压输入，电源

的额定调整率假设为±2.6%。如图19所示，为确保电源在

FPGA输入电压要求范围内，必须监控其电压是否发生欠压

和过压状况。电源本身的电压摆幅导致可用于设置监控阈

值的电压带非常窄。本例中，阈值电压（包括容差）的监

控区间只有0.024 V。采用0.1%电阻的ADM12914能够实现

这一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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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监控精度示例 

电压监控示例  

为了说明ADM12914在实际应用中的工作原理，考虑图19
所示的1 V输入示例，并增加一个−5 V电压轨。  

第一步是选择流过两个分压器电路的电流，例如5 μA。  

对于1 V ± 5%输入，由于电源的额定调整率为±2.6%，因此

欠压和过压阈值分别应设在欠压和过压监控带的中间；本

例中为电源的±3.8%点，欠压阈值为0.962 V，过压阈值为

1.038 V。  

将这些值代入公式1到公式3，如下所示：  

kΩ596
)105)(038.1(

)1)(5.0(
6  RZ .≈

×
= −

 (1) 

将RZ的值代入公式2。  

 kΩ41.7 kΩ5.96
)105)(9620(

)1)(5.0(
6 ≈−

×
= −.YR  (2) 

然后将计算所得的RZ和RY值代入公式3。  

kΩ 596kΩ 417-kΩ 596
105
1

6 ...RX ≈−
×

=
−

 (3) 

这种设计方法符合应用要求。如上所述，1 V电压轨的输入

要求为±5%，电源容差为±2.6%。这充分说明监控器件的过

压阈值，包括所有容差因素，必须在1.026 V至1.05 V范围

内。类似地，欠压阈值必须在0.95 V至0.974 V之间。  

四种最差情况，即最小和最大欠压和过压阈值计算如下：  

最小过压阈值  

( ) ( ) ( )
( )

( )( )
( )( )

V 0261V 0291
001150096

999074105009614960

10
101018050

..
.,

.,.

%.R
%.R%.R%.V.V

Z

YX
MIN_OV

>=








 +
+=









+

−+−
+−=

 

最大过压阈值  

( ) ( ) ( )
( )

V 051V 0471
10

101018050

..
%.R

%.R%.R%.V.V
Z

YX
MAX_OV

>=










−
+++

++=  

最大和最小过压阈值位于要求的1.026 V至1.05 V范围内。  

最小和最大欠压阈值计算如下：  

最小欠压阈值  

( ) ( )
( ) ( )

V 950V 95570
1010

1018050

..
%.R%.R

%.R%.V.V
ZY

X
MIN_UV

>=










+++
−

+−=  

最大欠压阈值  

( ) ( )
( ) ( )

V 9740V 97290
1010

1018050

..
%.R%.R

%.R%.V.V
ZY

X
MAX_UV

<=









−+−

+
++=  

这些值位于要求的欠压监控范围内。所有四种最差情况均

满足容差要求，因此该设计方法有效。  
 

图20. 正负电源监控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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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考虑一个−5 V输入，其输入要求为±12%。电源所需

的阈值精度选定在−5 V电压轨的±5%范围内。欠压和过压

阈值应分别设在欠压和过压监控带的中间。本例中为电源

的±8.5%点，欠压阈值为−4.575 V，过压阈值为−5.425 V。  

负电压方案配置要求公式1到公式3考虑1 V基准电压。从

VM、VUV和VOV中减去1 V基准电压，并取结果的绝对值。  

公式1变为： 

( )( )
 kΩ1.93

)105)(1425.5(
155.0

6 ≈
×−−

−−
= −ZR  

将RZ的值代入公式2： 

( )( )
 kΩ3.14 kΩ1.93

)105)(1575.4(
155.0

6 ≈−
×−−

−−
= −YR  

为计算RX，将RZ和RY的值代入公式3： 

( ) ( ) ( ) MΩ 091kΩ 193kΩ 4.31
105

15
6 ..RX ≈−−

×

−−
=

−
 

上电和掉电 

上电过程中，当VCC达到1 V时，低电平有效 UV 输出置位，

OV 输出上拉至VCC。当VCC引脚上的电压达到1 V时，

ADM12914一定会将 UV 置位低电平，将 OV 置位高电平。

当VCC超过1.9 V（最小值）时，VHx和VLx输入取得控制权。

当VCC和各VHx输入均有效时，内部定时器开始计时。经过

可调的延迟时间后， UV 微弱地拉高。 

UV / OV 时序特性 

UV 是低电平有效输出。当四个受监控电压中的任一个低

于相关的阈值时，该输出置位。当VCC引脚上的电压大于2 V
时，在所有监控轨上的电压都升至其阈值以上之后，内部

定时器使 UV 在可调周期tUOTO内保持低电平。这使得所有

受监控电源在上电后有时间稳定下来。同样，如果任何受

监控电压降至其阈值以下，将触发定时器复位；一旦所有

监控轨升至其阈值以上，内部定时器便重新启动。   

清除所有故障后， UV 和 OV 输出在可调超时周期内保持

置位状态，该超时周期由连接到TIMER引脚的外部电容值

决定。 

定时器电容选择  

ADM12914的 UV 和OV 超时周期可通过位于TIMER引脚

与地之间的外部定时器电容CTIMER进行编程。超时周期

tUOTO可通过以下公式计算： 

CTIMER = (tUOTO)(115)(10−9) F/sec 

“典型工作特性”部分的图15显示了延迟时间与定时器电

容值的关系。所需最小电容值为10 pF。所选定时器电容的

漏电流必须低于TIMER引脚充电电流1.7 μA。若要旁路超

时周期，应将TIMER引脚连接到VCC。 
 

图22. VLx正电压监控时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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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V 和OV 上升和下降时间  

UV 或OV输出上升时间（从10%到90%）可通过下式近似

计算：  

tR ≈ 2.2(RPULL-UP)(CLOAD)  

其中： 
RPULL-UP为内部弱上拉电阻，在室温且VCC > 1 V时，其近似

值为400 kΩ。  

CLOAD为输出引脚上的外部负载电容。  

发生故障时，UV 或OV输出下降时间可表示为：  

tF ≈ 2.2(RPULL-DOWN)(CLOAD)  

其中：RPULL-DOWN为内部下拉电阻，其近似值为50 Ω。假设

负载电容为150 pF，则下降时间为16.5 ns。  

UV / OV  输出特性  

OV和UV 输出均有对地的强下拉和对VCC的内部弱上拉，

使得这些引脚可以像开漏输出一样工作。当引脚的上升时

间不是关键考虑时，弱上拉就无需外部上拉电阻。开漏配

置允许输出形成线“或”连接，这在输出端需要下拉一个

以上信号时特别有用。  

当VCC = 1 V时，UV 保证最大VOL = 0.15 V。当VCC = 1 V
时，OV上的弱上拉电流几乎接通。因此，对于非常低的

VCC，如果OV引脚的状态和上拉强度很重要，则建议使用

不超过100 kΩ的外部上拉电阻。增加外部上拉电阻后，OV
引脚的上拉强度更大。因此，如果采用线“或”连接配置，

则任何单个器件的下拉强度都必须考虑此额外的上拉强

度。   

干扰抑制  

受监控电压轨上可能发生的短暂瞬变对ADM12914没有影

响。该器件内置滤波电路，能够抑制快速瞬变干扰。图9
显示不会引起复位脉冲的最长瞬变持续时间，说明器件具

有的干扰抑制性能。良好的干扰抑制性能使得ADM12914
适合于高噪声环境。  

欠压闭锁(UVLO)  

ADM12914内置欠压闭锁电路，用于监控VCC引脚上的电

压。当VCC引脚上的电压降至1.94 V（最小值）以下时，该

电路激活。UV 输出置位，OV输出清零，不允许置位。当

VCC恢复时，UV 表现出与输入发生过欠压状况一样的时序

特性。 

分流调节器  

ADM12914通过VCC引脚供电。VCC引脚可以直接连接到

最高6 V的电压轨。这种模式下，器件的电源电流不超

过100 μA。只需在供电轨与VCC引脚之间串联一个降压

电阻，将输入电流限制在10 mA以下，内部分流调节器

便允许ADM12914在6 V以上的电压下工作。  

确定电源电压VIN后，便可计算降压电阻的适用值。首先

将基准电压源和/或输出与VCC引脚之间的上拉/下拉电

阻所消耗的电流与最大额定电源电流相加，确定所需的

最大电源电流ICCtotal。表1规定的分流调节器最小和最大

电压VSHUNT min和VSHUNT max，在下面的计算中也会用到。  

计算降压电阻的最大和最小值：  

CCtotal

maxSHUNTminIN
MAX I

VVR −
=  

μ 100
minSHUNTmaxIN

MIN
VVR −

=  

根据这些值，选择该范围内的实际电阻值。然后，根据

此电阻的额定精度，分别计算实际电阻值的最小和最大

变化RREALmin和RREALmax。  

器件最大功耗通过下式计算：  

( )
+








−

−
= TOTAL

REALmin

SHUNTmaxINmax
SHUNTmaxDeviceMax Icc

R
VV

VP  

CCtotalSHUNTmax IV  

为了确定电阻的计算值是否符合要求，须计算器件的最

大温升：  

DeviceMaxJAmaxRISE PTemp θ=  

将此值与环境工作温度相加。如果电阻值符合要求，上

述结果将在器件的额定工作温度范围内。  

OV 锁存(ADM12914-1) 

当  LATCH 引脚被拉低时，如果发生过压状况，OV引脚将

锁存在低电平。拉高  LATCH 将使锁存清零。当  LATCH 为

高电平时，如果OV状况清零，锁存将被旁路，OV引脚将

像UV 引脚一样工作，二者具有相同的超时周期。当超时

周期活动时，如果  LATCH 引脚被拉低，OV引脚将锁存在

低电平，像在正常工作中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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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ADM12914-2)  
DIS引脚拉高将禁用UV 和OV输出，并强制两个输出保持

较弱的拉高状态，无论输入端检测到何种故障。如果检测

到UVLO状况，UV 输出置位并拉低，但超时功能被旁路。

一旦UVLO状况清零，UV 输出即拉高。当该引脚断开时，

为保证器件正常工作，DIS内部具有2 μA的弱下拉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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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应用  
 

图23. 典型应用图：监控5 V、3.3 V、2.5 V和1.8 V，1.5%电源容差和5%输入容差要求 

 

图24. 典型应用图：监控12 V，1.5%电源容差和5%输入容差要求；监控−12 V，3%电源容差和15%输入容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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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形尺寸  
 

图25. 16引脚紧缩小型封装[QSOP] 

(RQ-16) 

图示尺寸单位：英寸和（毫米） 

 
订购指南  

型号1  温度范围 封装描述  封装选项  
ADM12914-1ARQZ  −40°C至+125°C 16引脚紧缩小型封装[QSOP]  RQ-16  

ADM12914-1ARQZ-RL7  −40°C至+125°C 16引脚紧缩小型封装[QSOP]  RQ-16  

ADM12914-2ARQZ  −40°C至+125°C 16引脚紧缩小型封装[QSOP]  RQ-16 

ADM12914-2ARQZ-RL7  −40°C至+125°C 16引脚紧缩小型封装[QSOP]  RQ-16 
1 Z = 符合RoHS标准的兼容器件  
 
 
 
 
 
 
 
 
 
 
 
 
 
 
 
 
 
 
 
 
 
 
 
 
©2009-2010 Analog Device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rademarks and 

registered trademarks are the property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D08265-0-6/1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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