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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一本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课程设计教材。
“电子设计与实践”是在学生掌握电子技术基础课程的电路基本理论和实验基础上开设的一门综合性
、设计性课程，其目的在于将理论与实际有机地联系起来，巩固所学的理论知识，加强学生实践基本
技能的综合训练。
本书从提高学生动手操作能力和工程设计能力的角度出发，使学生经历现代电子产品开发的全过程，
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全书共分7章。
第1章介绍电子元器件的选择，装配工具及焊接工艺，以及印制电路板的设计与制作。
第2章介绍电子电路设计的基本方法，电子电路组装与调试，干扰与抑制技术，电路故障与诊断，常
见技术指标与测试，“电子设计”报告及电子设计所需参考资料的选取。
第3章介绍单级晶体管放大电路，差分放大电路，积分运算电路，有源滤波器设计，直流稳压电源，
信号产生电路，多功能数字钟，传感器及其应用电路，电机功率驱动电路的设计与实践。
第4章介绍MCS-51系列单片机的结构和指令，单片机应用系统的设计与软硬件开发系统，单片机设计
及应用实例，如MCS-51最小应用系统、计数器、定时器，以及简易数字电压表的设计等。
第5章介绍基于可编程逻辑器件的数字系统设计。
第6章介绍Protel 2004电路设计与PCB设计的基础知识。
第7章介绍Multisim 9的基本操作以及Multisim 9的电路仿真分析。
　　本书以“保证基础，体现先进，联系实际，引导创新”为指导思想，紧紧围绕实际电路的设计和
应用为主线，以传统电子设计方法为基础，引入新器件、新方法、新工具，引入单片机及可编程技术
基础，引入EDA技术，融入应用工具软件，教辅相结合；具有内容先进、适应教学、实践性强、启发
创新等特色；既是高校电工、电子类专业本、专科学生课程设计的必备教材，亦可供从事电子设计工
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本书由刘霞拟订编写大纲和目录，具体编写分工如下：刘霞编写第4章、第6章和第7章，侯传教编
写第2章和第5章，孟涛编写第3章，刘霞、杨智敏和侯传教共同编写第1章，任晓燕、魏青梅参与部分
章节的编写工作。
全书由刘霞统稿。
　　空军工程大学电讯工程学院王忠江副教授、陕西科技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张震强高级工程师
对本书进行了审阅，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并对本书的编写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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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以实际电路的设计和应用为主线，详细阐述现代电子产品开发的全过程，目的在于提高读者的动
手操作能力和工程设计能力，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全书共分7章，内容包括：电子设计与装调的技术基础和基本方法，基本单元电路设计与实践，单片
机技术基础及电路设计，基于可编程逻辑器件的数字系统设计，Protel 2004电路设计，以及Multisim 9
电路仿真。
“电子设计与实践”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课程。
　　《电子设计与实践》内容新颖、适应教学、实践性强、启发创新，是高校电工、电子类专业本、
专科学生课程设计的必备教材，亦可供从事电子设计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电子爱好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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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电子设计与装调技术基础　　1.1　电子元器件的选择　　任何电子电路都是由电子元器
件组成。
电子元器件一般分为有源元器件和无源元器件两大类。
有源元器件是指器件工作时，其输出不仅依靠输入信号，还要依靠电源，即它在电路中起到能量转换
的作用。
例如，晶体管、集成电路等就是最常用的有源元器件。
无源元器件一般又可以分为耗能元件、储能元件和结构元件三种。
电阻器是典型的耗能元件；储存电能的电容器和储存磁能的电感器属于储能元件；接插件和开关等属
于结构元件。
这些元器件各有特点，在电路中起着不同的作用。
通常，称有源元器件为“器件”，称无源元器件为“元件”。
　　为了能正确地选择和使用这些元器件，必须了解它们的结构与主要性能参数。
　　1.1.1　电阻器　　物质对电流通过的阻碍作用称为电阻（resistance）。
利用这种阻碍作用做成的元件称为电阻器（resistor），简称电阻。
电阻是电子产品中使用最多的基本元件，一般约占到元件总数的30％以上，其质量的好坏对电路工作
的稳定性有极大影响。
电阻主要用于稳定、调节、控制电压或电流的大小，在电路中起到限流、降压、偏置、取样、调节时
问常数、抑制寄生振荡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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