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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半导体加工工艺和集成电路技术的发展，现代电子系统设计、功能实现、信息采集处理和应用方
式等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对当今大学电子信息类学科专业人才的培养提出了严峻挑战。
如何培养理论基础扎实、创新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人才成为电子信息类教学改革的重要目标。
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是由教育部倡导的大学生学科竞赛之一，是面向大学生的群众性科技活动。
目的在于推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电子信息类学科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的改革，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
、协作精神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提高学生针对实际问题进行电子设计制作的能力。
“电子设计步步高”系列教程以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为平台，以满足需要和够用为原则，总结多年来
培训和指导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的经验和成果编写而成。
本书内容翔实，其中第1章介绍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的相关知识，重点是竞赛题目分析和竞赛培
训的组织实施方法。
第2、3章介绍电子系统设计工艺涉及的常用工具和印制电路板的设计问题，重点叙述电子系统焊接、
装配、调试以及工程实际问题等内容，然后以分立元件超外差七管收音机为例，详细说明了其工作原
理、设计过程和装调工艺流程。
第4章以可编程单脉冲发生器为例介绍基于FPGA的电子系统设计方法问题。
第5章以数控恒流源为例介绍电源类和数控类题目设计方法和思路。
第6、9章分别介绍2009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真题——光伏并网发电模拟装置以及声音导引系统
的设计和实现。
第7章以DDS器件为例介绍信号源类题目的设计制作。
第8章以悬挂运动控制系统为例介绍自动控制类题目的设计思路和方法。
第10章以数字存储示波器为例介绍仪器仪表类题目的设计与实现。
第11章以单工无线呼叫系统设计实现为例介绍高频无线电类题目。
本书由炮兵学院张金副教授主编。
第1、2、6、11章由炮兵学院张金副教授编写，第3、4、5章由海军装备技术研究所胡晓棠高工编写，
第7、9章由炮兵学院周生博士编写，第8、10章由炮兵学院张友方教员编写。
本书编写过程中，参考了许多专家同行们的著作，无法一一列出，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纰漏、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切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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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子设计步步高”丛书是针对国内应用电子系统设计的特点和需要，以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为
背景，为高等院校电子信息类专业学生参加竞赛编写的系列培训和实训指导用书。
系列教程分为基础篇、提高篇和实践篇，本书为实践篇。
　　本书以满足需要和够用为原则，对历届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题目做了深入分析，并对全国大
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做了总体介绍，为竞赛培训和辅导指明了方向和重点；以收音机装调为例说明了电
子系统设计工艺训练流程和具体内容；介绍了以fpga为核心的电子系统设计实例；从总体设计、方案
论证、参数计算、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的角度对具有典型性和新颖性的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真题
进行了重点剖析。
　　本书除可作为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培训实训指导用书外，也可作为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自
动控制、电气控制、计算机类各专业学生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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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进入21世纪，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已经成为国内影响力最大的学科竞赛，也越来越成为相关高
校检验教学改革、学生综合素质的试金石，竞赛证书也成了大学生就业的重要依据。
各高校均将在竞赛中获得国家级奖励作为其专业教学质量的证明。
参赛院校实践也证明，开展电子设计竞赛活动，均不同程度地加强了课程建设和实验室建设，改善了
教学实验环境，锻炼提高了一大批指导教师，有些学校还以此开展了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
电子设计竞赛引起了一个良性循环链，在这个循环链中，竞赛促进了建设，锻炼了教师和学生，推动
了教学改革，促进了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提高，而这些良性的发展又促进了后一届竞赛的质量和水平的
提高。
1.有力地促进了相关专业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电子设计竞赛反映了电子技术的先进水
平，引导高校在教学改革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设计能力，形式与内容基本符合面
向21世纪人才培养的目标和需求。
据调研了解，第一届竞赛后，许多学校在课程体系上做了相应调整，普遍重视专业技术基础课程的教
学。
第二届竞赛后，许多参赛学校开始全面整合实验课程体系，实验教学模式从“验证单元电路”向“科
学验证、分析设计、综合训练相结合”方向转变。
第三届竞赛前后，很多学校普遍开设了电子系统设计类型的实验课程，相应的国家级重点教材或21世
纪教材陆续出现。
第三届竞赛中，全国仅有3个参赛队运用EDA与PLD技术。
赛后，EDA技术逐渐在高校推广，很多学校开设了EDA课程、建设了实验室。
第五届竞赛后推出的嵌入式系统设计专题赛使竞赛开拓了新的人才培养技术领域。
第六届竞赛前后，很多学校以电子系统综合设计选修课形式，把原有的赛前培训的那种小范围、短期
突击行为逐渐转化为日常教学规范内容，使更多的学生可以系统地接受实际技能的锻炼。
全国大学生电子竞赛使大学生们得以自主学习和实践，其锻炼的广度和强度是其他日常实践教学环节
所无法比拟的。
竞赛的影响作用经十几年来的积淀，无疑从某些方面触动了原有的专业课程教学体系，尤其促进了实
践教学体系、内容、方式的改革以及实验室建设工作。
教学方法改革是与课程体系改革相辅相成的，通过“显性教学”（专门的课程）和“隐性教学”（隐
含在课程中的新知识）拓展基础知识并加强基础能力训练，提高学员获得信息的手段，了解科技发展
的趋势，促进学员的专业知识结构由单一型向复合型转变，由知识型向知识能力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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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子系统设计实战:电子设计竞赛备战必读》：电子系统设计基础：电子设计打基础，一步一步跟我
走现代电子系统设计：EDA、单片机、PLC，一个也不能少电子系统设计实战：集精选竞赛试题，汇
实战经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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