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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社会已步入信息时代，电子信息技术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在国防领域，电子
技术水平直接关系到武器装备效能、国防实力和国家安全。
因此，培养具有综合电子系统设计能力与创新素质的人才对国防战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电子系统是信息技术的载体与基础。
学生在全面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还必须具备对电子电路与电子系统的设计能力。
　　电子系统一般可分为数字系统、模拟系统和基于微控制器的智能化系统。
实际工程项目往往是综合性的电子系统，既有非电量转换为电参量的传感器和进行信号调理的模拟电
路，又有模／数与数／模转换器、逻辑电路和微控制器，还可能涉及控制算法和继电器（可控硅）等
强电执行机构。
　　作为综合实践性教材，本书的先修课程包括模拟电子线路、数字电路、单片机原理等。
因此，在内容编排上，为避免与先修课程和教材重复，本教材就系统设计中涉及的重点问题展开讨论
，如常用传感器及其应用，模拟信号发生、处理与变换电路，数字系统设计方法、硬件描述语言与可
编程逻辑器件应用，SoC型MSP430单片机及软件编程，常用控制算法与驱动电路等。
　　本书的例题和实验课题贴近生活和工程实际，具有实用性和趣味性，便于调动学生学习和动手的
积极性。
实验课题的难易程度循序渐进，并且每道题目在功能与指标上分为基本要求和提高要求，以便因材施
教。
　　全书共分6章。
第1章介绍电子系统分类及特点、电子系统一般设计方法与步骤。
第2章介绍传感器种类及特性，以及常用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霍尔传感器、光电传感器及其应
用电路。
第3章讨论常用模拟信号产生、调理与变换电路，Multisim 10.0基本用法与典型应用，最后以调频收音
机作为模拟系统设计实例。
第4章阐述了由算法设计、数据处理单元设计和控制单元设计构成的数字系统设计方法，介绍了硬件
描述语言VHDL和可编程逻辑器件，以及Quartus Ⅱ 8.0的基本用法，最后以交通管理器作为数字系统
设计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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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综合电子系统设计与实践》是为高等学校电子信息类专业编写的一本综合性电子设计的实践类
教材。
以电子系统设计方法为主线，将模拟系统设计、数字系统设计、单片机应用系统设计，以及传感器与
控制等相关技术融为一体，培养学生综合电子系统的设计能力，以适应电子信息时代对相关专业学生
知识结构与实践能力的要求。
　　《综合电子系统设计与实践》从电子系统概念、分类及设计方法入手，讨论了常用传感器及其应
用电路，模拟系统设计技术与Multisim设计工具，数字系统设计技术与VHDL、PLD、QuartusⅡ开发平
台，基于单片机的智能型电子系统设计技术与相关汇编语言、C语言和常用控制方法，以及可用于实
验课题的9个综合电子系统设计实例。
　　《综合电子系统设计与实践》结构新颖，内容丰富，系统性强，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及选材的
先进性，着力加强实践性与工程性训练，例题和实验课题具有实用性和层次性。
　　《综合电子系统设计与实践》除用于高等院校电子信息类各相关专业的教材外，还可作为大学生
课外电子制作、电子设计竞赛和相关工程技术人员的实用参考书与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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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③尽可能缩短高频元器件之间的连线，设法减小分布参数和相互之间的电磁干扰。
易受其干扰的元器件不能离干扰源太近，输入与输出元器件都应该远离高频元器件。
　　④重量大于15g的电子元器件如果仅靠电路板上的导线焊盘固定是不可靠的。
应该使用支架或卡子等专门固定这些较重的元器件。
否则容易使电路板变形，更可能导致连接线断裂，影响电路板的预期功能。
　　⑤对于发热量大的元器件应该使用散热器或靠近通风口的地方安装。
如果器件的发热得不到妥善处理，将严重影响元器件的性能，而最终影响整个系统的性能。
　　设计出了正确和可靠的电路板之后，还要考虑电路板对其他设备的影响，要尽可能将影响降低到
最小，即电磁兼容性能要好。
一般要注意下列事项：　　根据具体情况设置屏蔽线、屏蔽罩或屏蔽盒，减少电磁辐射。
　　电源线、地线要粗，以减少反射。
　　在印刷电路板上没有走线的地方，尽量敷上大量的铜并连接到地。
　　除上述步骤外，电子系统设计还包括机械结构设计和整机组装与联调。
前者的目的是使系统各部分能组成一个整体，保证系统能稳定、可靠的工作，需要考虑散热、电磁兼
容等问题。
后者是在各模块功能调试完成后，对系统整体的功能与性能进行调整和测试。
　　如果要设计片上系统SoC（System on Chip），即设计一个集成电路来实现整个电子系统，就无
需PCB设计及后续其他设计，而改为物理级设计，即集成电路版图设计。
　　本书将主要针对系统设计、功能设计和电路设计等环节展开讨论，其他设计环节可以参阅相关书
籍和资料。
　　1.2.3 EDA工具在电子系统设计中的作用　　复杂电子系统的设计，涉及面广，设计工作量大，完
全依靠手工设计，不仅设计周期长，而且易出错、性能难以优化提高。
因此，现代电子系统设计过程中，非常注重电子设计自动化EDA（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工具
的应用。
　　1.EDA技术的发展状况　　电子设计自动化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凡在电子设计过程中用到计算机
辅助手段的相关步骤都可作为EDA的组成部分。
当前，EDA技术正受到高度的重视和广泛的应用，并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发展。
电子系统的设计已经无法脱离EDA工具的支持，并且依赖性越来越强。
　　电子设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
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电子设计一直都完全采用手工方法。
因此，当时的设计效率和设计水平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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