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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普及以及集成电路的发展，传统的分析及设计方法已远远不能满足集成电路设计的
要求，目前电子设计自动化简称EDA（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c）技术，已渗透到电子系统和专用集
成电路设计的各个环节。
现代电子设计技术的核心就是EDA技术。
利甩EDA技术，电子设计师可以方便地实现IC设计、电子电路设计和PCB设计等工作。
EDA技术是在电子CAD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计算机软件系统，是指以计算机为工作平台，融合了应
用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信息处理及智能化技术的最新成果，进行电子产品的自动设计。
EDA技术应用广泛，包括在机械、电子、通信、航空航天、化工、矿产、生物、医学、军事等各个领
域，都有其应用。
在产品设计与制造方面，EDA技术可实现前期的计算机仿真、系统模拟及测试环境的仿真、PCB的制
作、电路板的焊接、ASIC的设计等。
在教学方面，我国高校从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EDA教育，现在几乎所有理工科类高校都开设
了EDA课程。
这些课程主要是让学生了解EDA的基本概念和原理，使用EDA软件进行电子电路课程的实验及从事简
单系统的设计。
对于目前从事电路及电子设计及相关领域的工作人员来说，掌握并应用EDA工具是非常必要的。
电子电路设计与仿真工具包括PSpice、EWB、Matlab、SystemView、MMICAD等，其中PSpice自从问世
以来，由于它强大的功能，在全世界的电工电子工程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它是工科类学生必须掌握的分析与设计电路的工具；在科研开发部门，它也是产品从设计、试验到定
型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工具。
1988年PSpice已被认定为美国国家工业标准。
在电路系统仿真方面，PSpice可以说独具特色，是其他软件无法比拟的，它是一个多功能的电路模拟
试验平台。
PSpice软件做系统及电路级仿真，具有快速、准确的仿真能力。
经过多年的版本更新，PSpice 8.0拥有更完善的电路图绘制窗口，减少了对复杂的电路图进行电路程序
输入的麻烦，只需在PSpice提供的元件库中寻找所需的元件放入电路绘制窗口即可方便地绘制电路图
，然后使用PSpice A／D自动生成为输入网单文件。
目前PSpice被另一家EDA领域的公司收购，更名为OrCAD，本书将以OrCAD10.5为蓝本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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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配合电工、电子教学的改革，作者在其教学基础上，参阅了较多相关书籍和资料，编写了
《PSpice电子仿真及应用优技》。
《PSpice电子仿真及应用优技》在阐述电子电路CAD技术的基本概念的基础上介绍了目前在电子仿真
领域广泛应用的OrCAD 10.5软件使用方法，并重点介绍了利用Pspice软件进行电子电路仿真。
全书主要内容包括PSpice软件的说明及应用、Pspice在电路仿真及电子仿真方面的应用等。
《PSpice电子仿真及应用优技》中实例丰富，适应少学时教学及学生自学，也可作为电路分析基础、
信号与系统、模拟电子电路、数字电子电路等理论课程或相关实验的辅助资料，也可供电子工程类专
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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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许多物理量，如温度、压力、距离、时间等，一般都具有连续变化的
特点。
它们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取任意实数值，称这类物理量为模拟量。
在工程应用中，为了测量、传递和处理这些物理量，常把它们通过传感器转换成与之成比例的电压（
或电流）。
这些电信号表示和模拟了实际的物理量，故称之为模拟信号，其电压值（或电流值）在一定范围内是
连续的变量。
模拟信号所传送的内容称为模拟信息。
数字量是离散的，只能按有限个或可数的量化单位取值。
与数字量相对应的电信号为数字信号。
数字信号所传送的内容称为数字信息，处理数字信号的电路称为数字电路。
数字电路之所以能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是和它所具有的特点分不开的。
1.同时具有算术运算和逻辑运算功能数字电路是以二进制逻辑代数为数学基础，使用二进制数字信号
，既能进行算术运算又能方便地进行逻辑运算（与、或、非、判断、比较、处理等），因此极其适合
于运算、比较、存储、传输、控制、决策等应用。
相比之下，如果采用模拟系统完成同样的功能，从数学运算到电路实现所需要的设备较数字系统要复
杂得多。
2.实现简单，系统可靠以二进制作为基础的数字逻辑电路，简单可靠，准确性高。
因为在数字系统中，信号只有两个基本的离散量，即“0”和“1”。
对应逻辑代数二进制数的“0”和“1”状态，“0”和“1”可以表示任何事物的两个对立面（有或无
、高或低、是或否、好或坏等）。
再用这两个最基本的状态组合，可以表达客观事物间的任何复杂关系，并能进行推理、运算。
在物理电路中，它们对应着半导体二极管、三极管电子元件的导通和截止这两个不同的开关状态，所
以，工作速度快，抗干扰能力强，在传递、加工和处理信息时不易出错，增加了系统的可靠性和准确
性。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Pspice电子仿真及应用>>

编辑推荐

《PSpice电子仿真及应用优技》：优秀技术实训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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