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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AD7705 模块的技术文档

一、模块描述

1、简介：

D7705/7706 是应用于低频测量的 2/3 通道的模拟前端。该器件可以接受直

接来自传感器的低电平的输入信号，然后产生串行的数字输出。利用Σ-∆转换技

术实现了 16 位无丢失代码性能。选定的输入信号被送到一个基于模拟调制器的

增益可编程专用前端。片内数字滤波器处理调制器的输出信号。通过片内控制寄

存器可调节滤波器的截止点和输出更新速率，从而对数字滤波器的第一个陷波进

行编程。

2、产品性能参数及特点：

�AD7705： 2 个全差分输入通道的 ADC

�AD7706： 3 个伪差分输入通道的 ADC16位无丢失代码 0.003%非线性

� 可编程增益前端增益： 1～128

� 三线串行接口 SPITM、 QSPITM、 MICROWIRETM和 DSP 兼容

� 有对模拟输入缓冲的能力

�2.7～3.3V或 4.75～5.25V工作电压

� 3V电压时，最大功耗为 1mW

� 等待电流的最大值为 8μA

�16脚 DIP、 SOIC和 TSSOP封

3、产品应用场合：

AD7705/7706 是用于智能系统、微控制器系统和基于 DSP 系统的理想产

品。其串行接口可配置为三线接口。增益值、信号极性以及更新速率的选择可用

串行输入口由软件来配置。该器件还包括自校准和系统校准选项，以消除器件本

身或系统的增益和偏移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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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块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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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引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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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准

1、自校准

过向设置寄存器的MD1和MD0写入相应值（ 0， 1） ，器件开始自校准。

在单极性输入信号范围内，用来确定校准系数的零标度点是用差分输入对的输入

端在器件内部短路（即，对于 AD7705， AIN(+)=AIN(-)=内部偏置电压；对于

AD7706， AIN=COMMON=内部偏置电压） 。增益可编程放大器（ PGA）设

置为用于零标度校准转换时选定的增益（由通信寄存器内的 G1和 G0位设置）。

满标度标准转换是在一个内部产生的 VREF电压和选定增益的条件下完成的。校

准持续时间是 6×1/输出速率。它是由零标度和满标度校准的 3×1/输出速率时间

的总和。校准完成后， MD1和MD0自动返回初始值（ 0， 0） ，这是校准过

程结束的最早的提示。校准开始时，DRDY处于高电平，直到数据寄存器中有新

的有效数据，DRDY才回到低电平，DRDY从高电平到低电平这个过程的持续

时间是 9×1/输出速率，其中，零标度校准时间、满标度校准时间和设置校准系

数时间各为 3×1/输出速率。所以，从时间上来说， MD1和MD0给出的校准完

成提示要比 DRDY位给出的提示早 3×1/输出速率。如果 DRDY在校准指令写

入设置寄存器之前处于低电平，可能需要一个额外的调制周期的时间，—DR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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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变为高电平，由此显示校准已经开始，因此，在最后一个字节写入设置寄存

器之后，可以对 DRDY不予理会。对于双极性输入范围的自校准，整个过程与

上述过程相似，零标度和满标度点几乎与单极性输入的一样，但由 AD7705/7706

是配置成双极性输入工作的，输入点范围的缩短，实际上处于转换函数的中间区

域 。

2、系统校准

通过系统校准， AD7705/7706可以对系统增益、偏移误差以及器件本身的

内部误差进行补偿。系统校准执行和自校准一样的斜率系数计算，但用的电压值

是系统对 AIN输入端用于零和满标度校准的电压值。系统校准的全过程分两个

步骤进行，首先是 ZS系统校准，接着进行 FS系统校准。对于一次整个系统校

准，零标度点必须在校准一开始首先被送到转换器，并且，需保持稳定直到校准

结束。

3、ZS 系统校准

系统的零标度电压值一经设定，通过向设置寄存器的MD1和MD0写入（ 1，

0） ，就开始 ZS系统校准。零标度系统校准在选定的增益下进行。零标度校准

持续时间是 3×1/输出速率。在校准过程中， MDO和MD1以及 DRDY的变化

情况和自校准中的变化情况相似。不过，从校准命令发出至 DRDY变成低电平

所需时间是 4×1/输出速率

4、FS 系统校准

零标度点校准后，将满标度电压值施加给 AIN 端，然后向MD1和MD0分

别写入（ 1， 1） ， FS系统校准就开始了。同样，在校准开始之前，必须设

定满标度电压值，并且在整个校准过程中，使之保持稳定。校准过程中， MDO

和MD1以及 DRDY的变化过程同 ZS系统校准过程。在单极性模式下，系统校

准是在转换函数的两个端点之间完成；在双极性模式下，它是在中标度（零差分

电压）和正的满标度之间完成。系统校准是分二步进行的，在全系统的校准序列

已经完成之后，偏移和增益校准能自动执行，以调节系统零基准点或系统增益。

校准系统偏移或增益两个参数中的任何一个，不会影响另一个。当器件在非缓冲

模式下使用时，系统校准还可以用来消除模拟输入端由电源阻抗引入的任何误

差。模拟前端一个简单的 R、 C反重叠滤波器就可能在模拟输入电压引入增益

误差，但是系统校准可以消除这种误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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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接口定义：

1）、GND -----电源地 2）、VCC -----电源正 3）、RST -----复位

4）、CS -----片选 5）、SCK ----- SPI时钟 6）、DIN -----MOSI

7）、DOUT ----- MISO 8）、DRDY -----状态

9）、AIN1+ -----通道 1正输入端 10）、AIN1- -----通道 1负输入端

11）、AIN2+ -----通道 2正输入端 12）、AIN2- -----通道 2负输入端

六、硬件调试

（1）硬件实物图展示如下图：

（2）模块原理图接口展示如图(模式 4)：

（3）单片机管脚链接表：详见收到的 AD工程中的 Device For AD 中的

PCF8591模块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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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软件调试

本工程实现的是测量电压的功能。

本案例基于光轮电子公司 TreeOS软件开发架构运行，具体软件工程还请

关注光轮电子公司 TreeOS驱动库文件。以下是工程架构截图和主要工程文件:

TreeOS_spi.c TreeOS_spi.h TreeOS_tm7705.
c

TreeOS_tm7705.
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