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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1994年开始，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经历了15年的历程，共举办了8届。
试题难度一届比一届增大。
关于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宗旨，每年的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网站上均有说明，这里不再赘述
。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是全国各省高校参赛队的电子设计竞技，是指导教师的新、奇、特设计思路
的充分展示，更是各高校之间电子技术教学科研水平的检验。
现在已成为高校评估必不可少的项目之一。
正因为如此，全国各高校对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越来越重视。
这就是推动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的强大动力。
对参赛学生而言，通常可以直接看到的是竞赛获奖证书，所在学校的奖励政策等。
事实上，无论对学校还是对参赛学生，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的意义已经远不止这些。
作者通过多年来对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的指导和赛后思考认为，从更深远的意义考虑，对于参赛
学校而言，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是提高教师教学水平，改进教学的好方法之一，通过参赛，可以
找到教学中的不足；对于参赛学生而言，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更是大学生获得电子设计能力，巩
固所学知识，用所学的理论指导实践的最好机会。
通过参加竞赛，参赛学生可以看到学习过程中的不足，找到努力的方向，为毕业后从事专业技术工作
打下更好的基础，为提高就业质量做好准备。
总结历届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的经验与教训，无论是参赛学校还是参赛学生，都是应该认真对待
的。
目前已有一些相关图书出版，在这些书中，所选编的均为获得国家一等奖、二等奖的作品，几乎全部
为国内知名大学的杰作。
相对大多数省属本科院校而言，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是赛前的必读书籍。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现有书籍中选编的竞赛作品对于某些院校而言，由于教学水平和学生素质的限
制，有些作品学习难度较高，如2005年的正弦波信号发生器试题，要求信号发生器的最高频率
为10MHz，如果不采用DSP或FPGA与高速D/A转换（DDS）组合，实现起来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
能的。
而对于某些院校而言，DSP远没有步入实际应用，甚至很少在实验室中应用，DSP和FPGA课程的相对
滞后或没有开设更是制约DSP和FPGA应用的最大障碍，更不用说DDS了。
那么，对上述院校而言，如何在参加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中获得比较好的成绩呢？
作者的经验就是充分发挥指导教师自身最擅长的领域，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以个人的局部“绝
对”优势抗衡知名大学的整体相对优势。
本书的相关内容是最好的见证。
不仅如此，赛前的培训对参赛学生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
我们的学生，大多数实践能力不强，所以找工作难！
因此，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可能是今后各高校的重要工作之一，而电子设计竞赛就是培养学生实践能
力的最好途径之一。
为了让大多数省属高等院校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能够取得比较理想的成绩，作者将多年
来指导电子设计竞赛和从事电子线路教学、科研的经验总结奉献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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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编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试题精解选》精选了历年的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试题，并进
行了详解，全书共14章。
第1章为1999年竞赛试题精解选；第2章为2001年竞赛试题（D题）高效率音频功率放大器；第3章
为2001年竞赛试题（C题）自动往返电动小汽车；第4章为2003年竞赛试题精解选（E题）简易智能电
动车；第5章为2005年竞赛试题（D题）数控直流电流源；第6章为2005年竞赛试题（G题）三相正弦波
变频电源：第7章为2005年竞赛试题（E题）悬挂运动控制系统；第8章为2007年本科竞赛试题（E题）
开关电源：第9章为2005年高职高专组竞赛试题（H题）信号发生器；第10章为2007年高职高专组竞赛
试题（1题）可控放大器；第11章为2007年本科组竞赛试题（D题）程控滤波器；第12章为单相正弦波
逆变电源设计；第13章为用硬件电路数控的实现方案精解；第14章为如何在电子设计竞赛中取得好成
绩。
　　《新编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试题精解选》的读者对象为参加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的高校
学生、指导教师，以及相关领域的电气工程师、电子工程师和广大电子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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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1999年竞赛试题精解选1.1 试题：测量放大器（A题）1.1.1 题目：测量放大器1.1.2 任务1.1.3 要
求1.1.4 评分意见1.1.5 说明1.2 试题分析1.3 基本设计思路及测量放大器原理1.3.1 基本设计思路1.3.2 测量
放大器原理1.4 理想的解决方案1.5 设计时需要注意的问题1.6 测量放大器设计的电磁兼容与电路板设
计1.7 稳压电源的电路板设计与信号转换电路板的设计1.8 制作要点1.9 调试1.10 测试结果1.11 竞赛成
绩1.12 经验与教训第2章 2001年竞赛试题（D题）高效率音频功率放大器2.1 试题：高效率音频功率放
大器2.1.1 任务2.1.2 要求2.1.3 评分标准2.1.4 说明2.2 试题意图与理想的解决方案2.3 音频功率放大器效率
分析2.4 第一类可以获奖的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2.5 第二类可以获奖的方案：利用MOSFET实现D类功率
放大器2.6 信号转换电路2.7 本章小结第3章 2001年竞赛试题（C题）自动往返电动小汽车3.1 试题：自动
往返电动小汽车3.1.1 任务3.1.2 要求3.1.3 评分标准3.1.4 说明3.2 试题意图与要达到的目的与理想的解决
方案3.2.1 试题意图与要达到的目的3.2.2 理想的解决方案3.3 可以获奖的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3.3.1 硬件
部分设计3.3.2 软件部分设计3.4 实际的解决方案与出现的问题及根源3.4.1 实际的解决方案3.4.2 出现的
问题及根源第4章 2003年竞赛试题精解选（E题）简易智能电动车4.1 试题：简易智能电动车4.1.1 任
务4.1.2 要求4.1.3 评分标准4.1.4 说明4.2 试题意图与要达到的目的和理想的解决方案4.2.1 试题意图与要
达到的目的4.2.2 理想的解决方案4.3 可以获奖的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4.3.1 系统方案设计4.3.2 系统硬件
电路设计4.3.3 系统软件设计4.4 实际的解决方案与出现的问题及根源第5章 2005年竞赛试题（D题）数
控直流电流源5.1 试题：数控直流电流源5.1.1 任务5.1.2 要求5.1.3 评分标准5.1.4 说明5.2 试题意图与要达
到的目的与理想的解决方案5.2.1 试题意图与要达到的目的5.2.2 理想的解决方案5.3 可以获奖的切实可
行的解决方案5.3.1 恒流源的实现5.3.2 手动设置电路和步进控制电路5.3.3 驱动控制电路5.3.4 自制电源部
分5.3.5 预置电流值的上、下限逻辑控制电路5.3.6 调试方法和过程5.3.7 性能指标测试与测试数据5.3.8 结
论5.3.9 系统说明书5.4 经验与教训第6章 2005年竞赛试题（G题）三相正弦波变频电源6.1 试题：三相正
弦波变频电源6.1.1 任务6.1.2 要求6.1.3 评分标准6.1.4 说明6.2 基本设计思路6.3 逆变器与驱动电路设计思
路6.4 控制电路单元设计思路简介6.5 PWM电路设计6.6 死区时间的设置与实现6.7 计数器与D/A转换器
组合实现三相正弦波基准电压6.8 计数器与权电阻组合方式6.9 输出滤波器设计6.10 稳定输出电压设计
思路6.11 负载不对称与负载缺相保护6.12 隔离变压器与整流器部分的解决方案6.13 更简洁的采用D类音
频功率放大器解决方案6.13.1 应用LM4651/2的解决方案6.13.2 LM4651/2简介6.13.3 应用LM4651/2的解决
方案详解6.13.4 三相逆变电源的实现6.14 最简洁的采用线性集成音频功率放大器的解决方案6.14.1 集成
功率放大器型号的选择6.14.2 LM3886的应用设计实例第7章 2005年竞赛试题（E题）悬挂运动控制系
统7.1 试题：悬挂运动控制系统7.1.1 任务7.1.2 要求7.1.3 评分标准7.1.4 说明7.2 试题意图与要达到的目
的7.3 理想的解决方案7.3.1 悬挂运动控制系统设计方案7.3.2 系统硬件电路设计7.3.3 系统软件设计7.4 可
以获奖的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7.4.1 系统方案设计7.4.2 系统硬件电路设计7.4.3 系统软件设计7.5 实际的
解决方案与出现的问题及根源第8章 2007年本科竞赛试题（E题）开关电源8.1 试题8.1.1 任务8.1.2 要
求8.1.3 说明8.1.4 评分标准8.2 电源变压器与整流滤波电路解析8.2.1 整流电路结构的选择8.2.2 整流器的
选择8.2.3 滤波电容器的选择8.2.4 整流输出电压8.3 利用PWM控制IC与带有隔离变压器的推挽变换器的
解决方案详解8.3.1 基本参数的确定8.3.2 电路及参数的确定8.3.3 主要元器件参数的选择8.4 应用SEPIC变
换器的解决方案8.4.1 SEPIC变换器的演化过程与原理8.4.2 芯片的选择与芯片简介8.4.3 应用电路8.4.4 参
数的确定第9章 2005年竞赛试题：信号发生器（H题）【高职高专组】9.1 试题9.1.1 任务9.1.2 要求9.1.3 
说明9.1.4 评分标准9.2 解决问题的思路9.3 函数发生电路MAX038详解9.3.1 封装、引脚功能及内部原理
框图9.3.2 基本功能的实现9.3.3 MAXIM的评估电路9.4 应用函数发生电路MAX038的频率及占空比的数
字控制9.4.1 频率的数字控制9.4.2 占空比的数字控制9.5 用函数发生电路MAX038实现正弦波、方波、三
角波发生电路9.6 耳机放大器的利用9.6.1 耳机放大器简介9.6.2 耳机放大器TPA152的基本电路9.6.3 耳机
放大器TPA152性能分析9.6.4 TPA152作为驱动放大器的应用9.6.5 输出电压幅度的调节第10章 2007年竞
赛试题：可控放大器（I题）【高职高专组】10.1 试题10.1.1 任务10.1.2 要求10.1.3 说明10.1.4 评分标
准10.2 放大器部分的设计思路10.3 放大器的设计详解10.3.1 是单级放大还是两级放大10.3.2 放大器的选
择10.4 放大电路详解10.4.1 电路设计10.4.2 低频截止频率相关元件参数的选择10.4.3 反馈网络参数选
择10.4.4 高频截止频率相关元件参数的选择10.5 放大器增益程控化详解10.5.1 衰减电路的设计10.5.2 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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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器控制思路详解10.5.3 参数设置显示的实现10.6 放大器的调试10.6.1 测试仪器的选择10.6.2 调试方
法10.7 应用低通滤波器芯片的滤波器设计10.7.1 设计思路10.7.2 MAX270简介10.7.3 滤波器电路设计10.7.4
程控电路设计10.8 应用集成运算放大器构成有源滤波器的设计思路10.8.1 低通有源滤波器设计10.8.2 衰
减电路的设计10.8.3 高通有源滤波器的设计10.8.4 带通有源滤波器的设计第11章 2007年竞赛试题：程控
滤波器（D题）【本科组】11.1 试题11.1.1 任务11.1.2 要求11.1.3 说明11.1.4 评分标准11.2 试题分析第12
章 单相正弦波逆变电源设计12.1 常规思路的单相正弦波逆变电源设计12.2 基本性能要求12.3 解决方案
的基本思路12.3.1 方波50Hz逆变12.3.2 采用50Hz正弦波逆变12.3.3 多重50Hz矩形波逆变组合的解决方
案12.3.4 直-交-直-交功率变换形式12.4 高频逆变电路与控制电路设计12.4.1 控制方式12.4.2 工作在100%
占空比控制方式时，有效值电流的降低12.4.3 旁路电容器的作用12.5 高频变压器设计12.5.1 变压器的结
构12.5.2 变压器设计12.6 输出整流滤波电路12.7 输出侧逆变电路与驱动电路设计12.8 正弦波信号的产生
与正弦化脉冲宽度调制的设计12.8.1 正弦波振荡器12.8.2 三角波发生电路12.8.3 脉冲宽度调制电路12.8.4 
电路参数的确定12.8.5 死区时间的设置与实现12.9 输出参数的更改与元器件的选择12.10 非常规思路的
单相正弦波逆变电源设计之一——线性集成功率放大器的应用12.10.1 集成功率放大器型号的选
择12.10.2 LM3886的应用设计实例12.10.3 应用LM4780构成的逆变器设计12.11 非常规思路的单相正弦波
逆变电源设计之二——D类功率放大器的应用第13章 用硬件电路数控的实现方案精解13.1 用硬件电路
数控技术问题的提出及设计思路13.2 用硬件电路数控技术的最简单实现方式13.2.1 拨码开关简介13.2.2 
利用拨码开关实现数字控制电路单元13.3 用硬件电路程控及数控技术的硬件电路设计13.3.1 十进制加减
计数器简介13.3.2 利用十进制加减计数器级联构成十进制多位计数器单元13.3.3 溢出的防止13.4 可能出
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第14章 如何在电子设计竞赛中取得好成绩14.1 参加电子设计竞赛的基础准备工
作14.2 充分发挥本校的资源优势14.3 本书的设计思想对毕业后工作的指导作用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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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1999年竞赛试题精选1.4　理想的解决方案2.电源为了获得幅值为10V的输出电压，集成
运算放大器OP07的供电电源电压应选择±15V；为了保证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对称性，要求为集成运算
放大器供电的电源应尽可能对称，即正、负电源的电压值尽可能地相等。
因此，选择输出电压容差为5％的1M7815、1M7915，可能出现正、负输出电压值最大偏差达到1.5V，
一般可能出现0.5～0.7V的电压偏差。
这样的电压偏差将会导致输出电压的偏差，尽管由此产生的电压偏差可以通过调零电路给予纠正，但
是所带来的问题将是集成运算放大器内部电路平衡度的变差，导致共模抑制比下降，这正是测量放大
器需要避免的。
因此，应设计正、负输出电压值尽可能一致的对称输出稳压电源，为了尽可能地简化电源电路，并保
证正、负电源电压的一致性，稳压电路应采用可调输出电压的集成稳压器1M317和1M337。
考虑电源电压波动范围在－15％。
为了使稳压电源具有足够的电源抑制比，最小输入／输出电压差应设置为3V以上。
因此，选择变压器次级输出电压为20V。
这样，在187V输入条件下仍可保证稳压电路的输入电压的谷点电压在18V以上。
测量放大器用的正、负对称输出的稳压电源电路如图1.9所示。
为了能够精确调节输出电压，输出电压检测电阻均采用多只并联的方式，并采用1％精度的电阻，以
确保输出电压值的低漂移；输出电压检测电阻阻值设置的思路为，为了确保输出电压的精确、稳定，
所有电阻选择固定阻值的金属膜电阻，而不采用电阻值漂移大的可调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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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编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试题精解选》为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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