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电子设计指南>>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电子设计指南>>

13位ISBN编号：9787040177923

10位ISBN编号：7040177927

出版时间：2006-1

出版时间：高等教育出版社

作者：孙肖子

页数：65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电子设计指南>>

前言

　　知识来源于实践，能力来自于实践，素质需要在实践中养成，创新之根在于实践。
各种实践教学环节对于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至为关键。
我国的高等教育在世界上是先进的，但也有严重不足，最为突出的就是实践能力的培养较差。
当前我国的实践教学环节仍非常薄弱，并严重制约了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如何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提高教学质量是每一位致力于教学改革的教育工作者思考的问题。
　　对于电子电气信息类、计算机类、自动控制类乃至其他诸多专业的本、专科学生，在学习了电路
基础、信号与系统、模拟电子技术和线路、数字电子技术和线路、高频（通信）电子线路、微机原理
和接口技术、可编程技术和EDA技术等理论课程和相关实验以后，特别需要将不同课程所学知识串接
、综合起来，以扩展视野，使学生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并切切实实地付诸干实践。
为此，一方面，各学校纷纷建立各种新技术实验室、综合应用开发实验室、大学生创新基地等，千方
百计充实、改善实践教学的软硬件环境和条件；另一方面，应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的优质教学资源，
全方位、立体化、多视角地推动实践教学环节的建设。
本书正是基于这一出发点而编写和出版的。
本书被列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本书按照一条明显的主线自顶而下展开。
全书共分十三章，第一章为“电子系统”的总体框架设计指南，主要介绍电子系统的组成以及选题和
方案论证、任务分解、方案的具体实现等，特别增加了“利用互联网搜索所需资料”一节，向读者推
荐当今国内外主要搜索网站的网址以及介绍如何利用互联网获取资料。
　　第二章为常用元器件及电参数的测量方法，主要介绍一些无源元器件以及电压、电流、功率、频
率、时间、相位的基本测量方法。
　　第三章为信号的获取及常用非电量的转换方法，主要介绍温度、转速、流量、速度、加速度、位
移、光电等传感器的原理和应用以及红外遥控、ccD图像传感器等。
　　第四章为模拟信号处理及信号变换技术，主要介绍各种集成放大器（高速、宽带、射频、仪用、
隔离、功率放大器等）的特点及应用以及模拟开关，数控电位器，增益、幅度和直流电平控制，V／F
、F／V变换器，电压比较器等。
并将无源和有源滤波器的设计专门列为一节，以介绍滤波器和自动化设计软件的应用。
　　第五章为数据采集及A／D、D／A转换，介绍数据采集系统的组成，A／D、D／A转换器原理、
选型及应用。
　　第六章为波形产生器的设计方法，主要介绍波形产生的模拟方法和数字方法、专用芯片以及基
于FPGA的直接数字合成（DDs）波形产生器。
　　第七章为信号的执行，主要介绍继电器、电动机、显示器件以及发声器件等。
　　第八章为信号的传输，主要介绍信号传输策略，调制、解调，编码、解码以及遥控与遥测芯片及
其应用。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电子设计指南>>

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全书共十三章，分别是 “电子系统”的总体框架设计指南，常用元器件及电参数的测量方法，信号的
获取及常用非电量的转换方法，模拟信号处理及信号变换技术，数据采集及A／D、D／A转换，波形
产生器的设计方法，信号的执行，信号的传输，数字系统及可编程逻辑器件设计，单片机及其开发应
用，电子系统中的电源，电路中的干扰及其消除方法，电子设计实例。
　　本书介绍了许多新器件、新方法，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实用性强。
本书可作为大学本科和专科学生学习电子电气信息类课程，进行毕业设计、课程设计以及参加各类电
子及创新设计竞赛的教学参考书，也可作为教师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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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A／D、D／A转换第六章　波形产生器的设计方法第七章　信号的执行第八章　信号的传输第九章
　数字系统及可编程逻辑器件设计第十章　单片机及其开发应用第十一章　电子系统中的电源第十二
章　电路中的干扰及其消除方法第十三章　电子设计实例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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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节所讨论的线速度主要是指物体直线运动的线速度。
　　测量物体线速度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相对位移法　　测出直线运动的物体在某一特定时间间隔内的位置变化，则可以求出其在该时
间段内的平均速度。
测量时的时间间隔越小，所得结果越接近物体的瞬时速度。
　　定距测时法：在物体经过的路径上一定距离的两点处设置两个传感器，监测物体通过这两个传感
器时的时间，可得物体经过这段距离所需的时间，从而可以计算出物体的速度。
通常使用光电传感器来进行检测。
物体到达第一个传感器位置后会遮断光束，光电器件得到相应的电信号，触发计数器开始进行计数；
物体到达第二个传感器位置后，同理可得到另一个电信号，触发计数器停止计数，可由此时计数器的
读数算出物体经过两个传感器所用的时间，得出物体的平均速度。
　　相关测时法：对于无法设置标志的连续运动物体，可在其所经路径旁一定距离的两点处设置两个
反射传感器（磁、光、电均可）测量其反射信号。
该反射信号与物体表面状态有关，是一个随机信号，由于两个传感器性能相近，得到的信号具有较强
的相关性，求这两个传感器输出信号的互相关，出现相关峰的延时即为物体通过这两个传感器所需的
时间。
　　2.多普勒频移法　　当光（声、电磁）源和反射体或散射体之间存在相对运动时，接收到的光（
声、电磁）波频率与入射光（声、电磁）波频率就会存在差别，这种现象称为光学多普勒效应，是奥
地利学者多普勒于1842年发现的。
当单频波束人射到运动体上某点时，入射波在该点被运动体反射，反射波频率与入射波频率相比，产
生了正比于物体运动速度的频率偏移，称为多普勒频移。
多普勒频移的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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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子设计指南》以“信号的获取、信号的处理、信号的执行”为主线，详细地介绍了有关电子
设计的资源和信息，对新技术有比较多的涉及，以促进学生综合设计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提高。
《电子设计指南》可作为本、专科学生学习相关课程，进行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参加各种电子设计
竞赛的教学参考书，也可作为教师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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