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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采用项目式任务驱动的方法，以通用的电子设计自动化(EDA)软件ProtelDXP2004SP2中文版为软件
平台，介绍了电子设计自动化的基本概念、应用技巧及实际案例。
本书包含12个项目，主要讲授了原理图绘制、原理图仿真、PCB板制作、原理图元件和PCB元件封装
的制作，以及可编程逻辑器件设计等内容。

根据中等职业学校电子设计自动化的教学特点，本书在注重先进性和科学性的基础上更加突出了实用
性和可操作性。
本书可作为中等、高等职业学校电子设计自动化的教材，也可供从事电子设计自动化绘图和制版的工
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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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项目一DXP 2004 SP2的安装和初步使用
　知识扩展 电子设计自动化的基本概念及设计流程
　任务一DXP 2004的安装
　任务二 DXP 2004的启动和主窗口认识
　任务三 DXP 2004的文件管理
　上机实训：安装和初步使用DXP 2004
　本项目小结
　习题1
项目二 绘制三端稳压电源原理图
　知识扩展 原理图的一般设计流程和基本原则
　任务一 新建原理图文件、设置图纸和工作环境
　任务二 加载和卸载元件库
　任务三 放置原理图元件并设置属性
　任务四 原理图元件的布局调整
　任务五 原理图元件的连线
　任务六 放置电源和接地符号
　上机实训：绘制单管放大电路原理图
　本项目小结
　习题2
项目三 创建原理图元件
　知识扩展 放置原理图元件的常见问题
　任务一 查找原理图元件
　任务二 创建原理图元件
　任务三 复制、编辑原理图元件
　任务四 在原理图中直接修改元件引脚
　任务五 制作含有子件的原理图元件
　上机实训：绘制变压器的原理图元件
　本项目小结
　习题3
项目四 绘制单片机显示原理图
　知识扩展 总线、总线入口、网络标签
　任务一 查找放置核心元件
　任务二 利用粘贴队列放置电阻
　任务三 绘制并放置自制元件
　任务四 添加网络标签和绘制总线
　任务五 生成元件报表清单
　任务六 打印原理图文件
　上机实训：绘制U盘原理图
　本项目小结
　习题4
项目五 单片机数据采集系统原理图绘制
　知识扩展 层次原理图的基本概念
　任务一 绘制主原理图
　任务二 产生并绘制显示模块子原理图
　任务三 产生并绘制CPU模块子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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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四 产生并绘制AD转换模块子原理图
　任务五 产生并绘制存储器模块子原理图
　任务六 产生并绘制电源模块子原理图
　本项目小结
　习题5
项目六 电路仿真应用
　知识扩展 电路仿真的基本概念和操作步骤
　任务一 加载仿真激励源库和确定仿真元件
　任务二 设置仿真激励源参数
　任务三 电路仿真类型及参数设置
　任务四 单管放大电路的工作点和瞬态仿真分析
　任务五 同步八进制加法计数器瞬态仿真
　本项目小结
　习题6
项目七 认识印制电路板和元件封装
　任务一 认识印制电路板
　任务二 认识和设置DXP 2004中印制电路板的层面
　任务三 认识元件封装
　任务四 添加和浏览PCB元件库
　任务五 认识常用直插式元件封装
　任务六 认识常用表面贴装元件封装
　任务七 了解PCB板设计流程
　上机实训：浏览PCB元件引脚封装
　本项目小结
　习题7
项目八　三端稳压电源PCB板设计
项目九　PCB板的编辑和完善
项目十　创建PCB元件引脚封装
项目十一　单片机数据采集系统PCB板制作
项目十二　可编理逻辑器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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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单面板　　单面板在电器中应用最为广泛，其结构如图7-3所示，单面板所用的绝缘基板上只有
一面是敷铜面，用于制作铜箔导线，而另一面只印上没有电气特性的元件型号和参数等，以便于元器
件的安装、调试和维修，单面板由于只有一面敷铜面，因此无须过孔（过孔的概念见双面板）、制作
简单、成本低廉，功能较为简单，在电路板面积要求不高的电子产品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电视机
、显示器等家用电器中为降低成本一般多采用单面板。
但因为单面板只有一个导电敷铜面，所有引脚之间的电气连接导线都必须在焊锡面完成，而同一信号
层面引脚之间的连接导线不能交叉短路，所以单面板的设计难度相对双面板而言要难，它要求设计人
员具备丰富的实际设计经验，如有必要，可对交叉导线采用短接跳线的办法解决。
　　2.双面板　　随着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对于电子产品各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要求电
路功能更加完善、智能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同时希望电子产品更加轻便，从而提高了电路板设计的元件
密度，传统的单面板设计已经无法满足电子产品，特别是贴片元件电子产品的设计要求，为了从根本
上突破元件连线和电路板面积的瓶颈，人们研制出了双面板。
双面板的结构如图7.4 所示，在绝缘基板的上、下两面均有敷铜层，都可制作铜箔导线，底面和单面板
作用相同，而在顶面除了印制元件的型号和参数外，和底层一样可以制作成铜箔导线，元件一般仍安
装在顶层，因此顶层又称为“元件面”，底层称为“焊锡面”。
为了解决顶层和底层相同导线之间的连接关系，人们还制作了金属化过孔。
双面板的采用有效的解决了同一层面导线交叉的问题，而过孔的采用又解决了不同层面导线的连通问
题，与单面板相比，极大地提高了电路板的元件密度和布线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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