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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创新设计与实践》

前言

　　《电子创新设计与实践》第1版于2005年发行，作者希望借助此书为开展课外科技创新活动的高校
学生及电子爱好者提供一定的帮助，并热诚期待本书能够成为一座桥梁，沟通从事电子教学、竞赛培
训、工程开发的业内专家学者之间的交流和学习。自该书出版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引起了积
极的反响。　　电子系统设计是一个发展速度较快的领域，自2005年以后，新的Ic器件层出不穷，一
些先进的设计方法与理念逐渐成熟，因此，本书第1版中的部分内容已落后于应用技术的发展，鉴于
上述情况，编者在第1版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形成《电子创新设计与实践》第2版书稿。第2版教材有如
下特点：　　（1）体系合理。从大的方面划分，电子电路分为硬件电路与智能电路，硬件电路通常
无需软件编程，而智能电路则是软硬件结合的电路，本书对硬件电路与智能电路均进行了介绍。硬件
电路广泛采用集成电路和专用芯片。以智能器件为核心的单片机与可编程逻辑器件各列为一章，鉴于
单片机与可编程逻辑器件更新换代的速度快，这两章的内容全部更新，特别是介绍了当前最新
的CPLD芯片及其开发软件，反映了当代电子电路设计的新方向。电子电路设计范例列为一章，选用
了实用性强、典型、成熟的电路加以介绍，这些电子系统具有综合性强、数模混合、硬件与软件相结
合的特点。考虑到电子电路设计与制作和电子测量技术密不可分，故第11章介绍了电子测量技术及仪
器。第1章作为开篇介绍了电子电路设计与制作概论，第14章作为本书的结束，介绍了科技写作基础。
　　在编写体系上，设置了三级目录，本着循序渐进的原则，叙述由浅人深、重点突出、通俗易懂。
各章节内容相对独立，既可以通读，也可根据实际需要选读。　　（2）注重实践。本书编写的主导
思想是注重实践，以工程设计训练为主，在对电子电路进行分析时，尽量避免抽象的原理分析和数学
推导，侧重于器件的外特性、电路功能、物理意义和结论的说明。通过电子电路的设计与制作实践，
旨在提高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3）启发创新。当前，培养学生
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主题的创新教育已成为高校讨论的热门话题，如何在工程教育中进行教育创新
，是值得思考的。在政府部门支持下开展的一系列具有导向性、示范性和群众性的全国大学生科技竞
赛活动，目的在于推动普通高等学校面向21世纪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改革，鼓励广大学生踊跃参加课
外科技活动，引导高校在教学中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协作精神，加强学生工程实践能力的训练
和培养，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为此，许多高校都建设了创新实践环境，学生可以有很大的
自由度自选题目、自行设计，完成具有一定创意的选题。本书考虑到为适应创新教育的要求精选内容
，对电子电路创新设计与实践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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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创新设计与实践》

内容概要

《电子创新设计与实践(第2版)》以电子创新设计、电子竞赛为主线，介绍了现代电子线路与系统的设
计与制作。全书主要内容包括常用模拟电路、高频与无线发射、接收电路、遥控电路、基本数字电路
、PLD器件的开发与应用、数模混合电路、电源技术、传感器技术、单片机技术、电子电路设计范例
以及科技写作基础等。
《电子创新设计与实践(第2版)》编著的内容主要考虑到高校学生的需求。首先，在开放的实验环境下
，学生将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完成综合性强的系统级电路设计与制作；其次，学生将参加各种电子
赛事，要在“实战演习”中演练水平、获取佳绩，这是《电子创新设计与实践(第2版)》编写的初衷。
不仅如此，事实上，除大学生群体以外，尚有众多的电子工程技术人员，需要加强相互之间的交流，
这也是我们编写《电子创新设计与实践(第2版)》的重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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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1 电子电路设计与制作如何选题　　首先，解释一下什么是电子电路设计与制作。这里提及的
电子电路设计与制作，是指在业余条件下，设计某一电子电路，并把它组装调试出来。为什么说是在
业余条件下呢？因为在业余条件下开展电子电路设计与制作，属于趣味制作和学习的层面，在高校常
称为学生课外科技活动，不必考虑电子电路设计与制作中涉及的一些标准和商品化问题。例如，一件
商品化的电子产品，除对它的外观和成本有要求外，还要求它的电路板尺寸很小、元件很紧凑，厂商
在定型设计时可以考虑采用贴片元件、多层电路板等，但在业余条件下可以不必对此刻意追求。这并
不等于说业余条件下可以任意放宽要求，电子电路设计与制作在业内有通常为人们认可的规则，这是
应该遵守的。　　业余条件下的电子电路设计与制作的难易程度如何掌握？设计与制作的规模有多大
？从近年来指导学生进行课外活动看，选题应具有以下特点：　　（1）选题应新颖，实用性强，具
有一定的趣味性。选题完成后如有可能，可实现商品化，转化为产品，或申请专利。　　（2）选题
应包括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以硬件为主。这样既能锻炼学生硬件设计的水平，又能锻炼学生软件编
程技巧和芯片开发的能力。　　（3）选题应综合性强，能够涵盖模拟电路、数字电路，一般都需要
用单片机作为控制核心或处理信号，或者用PLD等器件来实现。这种综合电子系统的设计与制作能提
高学生系统级电路的设计水平。　　（4）选题的难易程度应低于或相当于毕业设计的题目，这样可
以在不加重学生课业负担的基础上，既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又能锻炼学生的能力。　　（5）如
果想通过完成选题在国家级或省级学科竞赛上拿名次，选题应有创新点，有特色。什么是特色，特色
就是人无我有、人有我新。选题比较复杂，很可能是机电结合型的。　　开展电子电路设计与制作是
实践性很强的项目，最好是在开放的实验环境下，支持学生题目自拟、方案自选的电子电路设计项目
。有许多学生，他们思想活跃，萌生了很多设想，有的学生甚至在读高中时就对电子情有独钟，他们
要亲自动手设计电路并调试出来，这当然是最好的选择；但有些学生一时拿不出好题目，这时指导教
师可以为他们提供参考题目，这些题目的来源很多，如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题目，都是经典的选
题。电子电路设计与制作，魅力无穷、趣味横生、致力实践、大展宏图。但是，初次涉足电子电路设
计与制作领域会感到很困惑，不知从那里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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