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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中等职业教育电子信息类专业“双证课程”培养方案配套教材，是劳动部门相关职业资格
证书“双证课程”教材，也可作为电子类、电气类、自动化类、计算机类及相关专业的EDA教材，亦
可供从事电子线路设计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电子爱好者参考。
　　EDA（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即电子设计自动化技术，是在电子CAD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计算机设计软件系统，它集计算机、电子、信息和CAM（计算机辅助制造）、CAT’（计算机辅助
测试）等技术于一体，不仅具有强大的设计能力，还具有测试、分析及管理的功能，可完整实现电子
产品从电学观念设计到生成物理生产数据的全过程。
它改变了以往采用定量计算和搭电路实验为基础的传统设计方式，使电子线路的分析与设计方法发生
了重大变革。
　　Protel设计系统是世界上第一套将：EDA设计环境弓l入Windows平台的开发工具，Protel 2004.
是Ahium公司于2004年初推出的板卡级电路设计系统，它将原理图设计、电路仿真、PCB设计、设计规
则检查、文档报表输出、VHDL、FPGA及逻辑器件设计等完美融合，为用户提供了全面的设计解决方
案，是电子线路设计人员首选的EDA设计软件。
　　本书共9章，第l章介绍了Protel 2004基础知识；第2章至第5章详细介绍了电路原理图设计系统，包
括原理图设计、电气规则检查、集成元器件库的创建和管理、各种报表的生成和原理图的输出等；
第6章介绍了电路仿真；第7章至第9章详细介绍了印制电路板设计系统，包括印制电路板的设计基础、
印制电路板的设计制作方法和步骤、PCB图生成各种报表文件、PCB图的输出、PCB元器件封装库的创
建与管理以及PCB图的设计规则检查等。
　　本书以“学以致用”为原则，以实例贯通各个章节，通俗易懂、结构合理、内容翔实、图文并茂
，每章后附有练习题，方便教学使用和工程技术人员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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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等职业教育电子信息类专业“双证课程”培养方案配套教材，是劳动部门相关职业资格证书“
双证课程”教材。
Protel 2004是Altium公司于2004年初推出的完整的板卡级设计系统，包括原理图设计、印制电路板
（PCB）设计、混合信号电路仿真、布局前／后信号完整性分析、规则驱动PCB布局与编辑、改进型
拓扑自动布线及计算机辅助制造（CAM）输出和FPGA设计等。
Protel 2004的功能在Protel DXP版本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增强，是电子线路设计人员首选的计算机辅助
设计软件。
《电子线路计算机辅助设计Protel 2004》附有防伪码和学习卡，按照《电子线路计算机辅助设计Protel
2004》最后一页“郑重声明”下方的说明，即可查询图书真伪，并获得学习资源。
《电子线路计算机辅助设计Protel 2004》以“学以致用”为原则，结合实例系统地介绍了应用Protel
2004进行电路原理图设计、原理图电气检查及报表、集成元器件库、电路仿真、印制电路板（PCB）
设计和PCB信号完整性分析的方法和操作步骤，特别是对Protel 2004新增功能讲解透彻。
全书内容编排由浅入深、结构合理、图文并茂，可作为职业院校和成人教育学院电子类、电气类、自
动化类、计算机类及相关专业的EDA教材，也可供从事电子线路设计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电子爱好者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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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Tracks（铜膜导线）　　铜膜导线也称铜膜走线，简称导线，用于连接各个焊盘，是印制电路板
最重要的部分。
印制电路板设计都是围绕如何布置导线来进行的。
　　飞线也称为预拉线，它是在系统装入网络表后，根据规则生成的，用来指引布线的一种连线。
　　导线和飞线有着本质的区别，飞线只是一种在形式上表示出各个焊盘问的连接关系，没有电气的
连接意义。
导线则是根据飞线指示的焊盘问的连接关系而布置的，是具有电气连接意义的连接线路。
　　5.Mask（助焊膜和阻焊膜）　　各类Mask（膜）不仅是PCB制作工艺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而且更
是元器件焊装的必要条件。
按“膜”所处的位置及其作用，“膜”可分为元器件面（或焊接面）助焊膜（Top or BottomSolder）和
元器件面（或焊接面）阻焊膜（Top or Bottom Paste Mask）两类。
助焊膜是涂于焊盘上，提高可焊性能的一层膜，也就是在绿色板子上比焊盘略大的浅色圆。
阻焊膜的情况正好相反，为了使制成的板子适应波峰焊等焊接形式，要求板子上非焊盘处的铜箔不能
粘锡，因此在焊盘以外的各部位都要涂覆一层涂料，用于阻止这些部位上锡。
可见，这两种膜是一种互补关系。
　　6.Layer（层）　　Protel的“层”是广义的，不单是指铜箔层，还有其他类型的层。
现今，由于电子线路的元器件密集安装、抗干扰和布线等特殊要求，一些较新的电子产品中所用的印
制电路板不仅上下两面可供走线，在板的中间还设有能被特殊加工的夹层铜箔，例如，现在的计算机
主板所用的印制电路板材料大多在4层以上。
这些层因加工相对较难而大多用于设置走线较为简单的Ground Dever和Power Dever（电源布线层），
并常用大面积填充的办法来布线（如Fill）。
上下位置的表面层与中间各层需要连通的地方用Via（过孔）来沟通。
要提醒的是，一旦选定了所用印制电路板的层数，务必关闭那些未被使用的层，以免布线出现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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