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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电子工艺实习是电类各专业和部分非电类专业的一个重要实践性环节。
创新基于实践、源于实践，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的中心环节，是人才
培养的关键所在。
本书自2003年出版以来，不少高等院校使用，广大师生普遍反映是一本比较适用的教材。
　　本书的修订与我校电工电子国家级示范实验中心建设相结合，在总结第1版经验的基础上，经过
教改和实践，在编写内容和方法上进行了较大修改与更新，使之更符合电子工艺实习的教学要求。
　　1.在介绍了电子元器件、印制电路板、焊接技术、安装与调试、常用电子测量仪器与测试技术等
传统工艺的基础上突出了表面安装技术、波峰焊等新工艺、新技术的介绍，突出电子产品生产过程，
由浅人深，符合认识规律。
　　2.在详细介绍常用电子元器件的基本知识、选择和使用的基础上，加强了集成电路识别、使用和
贴片元件的介绍。
　　3.为了培养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实行因材施教，增加了典型电子工艺实习产品和实习题目的介
绍，便于在实习中根据不同专业、不同层次、不同要求进行选择。
　　4.在编写电子工艺内容时，既重视基本工艺训练，又注意了电子产品生产过程中经常出现的工艺
问题和解决的办法，并给学生留有独立思考和创新的余地。
　　参加本书修订工作的有：毕满清、杨录、张艳花、杨凌、袁保生、李文强。
毕满清撰写了第3章、第5章，并与李文强编写了第8章，杨录撰写了第6章、第7章，张艳花撰写了第1
章、第2章，并与袁保生编写了第9章，杨凌撰写了第4章。
毕满清任主编，负责全书的组织、修改和定稿。
杨录、张艳花任副主编，协助主编工作。
　　本教材是我校“十一五”规划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校院各级领导、教务处、电工电子教
学实验中心的关心与支持。
本书由教育部电子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委员、中北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电子
技术基础国家级精品课程负责人韩焱教授担任主审，对书稿进行了非常认真细致的审查，提出了许多
宝贵意见。
在版过程中，得到了国防工业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学术水平有限，书中肯定有不足之处和错误，恳请广大师生和读者一如既往，提出批评
和改进意见。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电子工艺实习教程>>

内容概要

　　《电子工艺实习教程（第2版）》是根据电类各专业对电子工艺实习的教学基本要求，结合当前
电子技术发展的新形势和对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在总结第1版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
。
　　全书共分9章：安全用电知识、电子元器件、电子电路读图、印制电路板、焊接技术、安装与调
试、表面安装技术、常用电子测量仪器与测试技术和典型电子工艺实习产品介绍。
在保证电子工艺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上，介绍了新工艺和新技术，加强了利用计算机解决电子工
艺的问题；在编写方法上以电子产品生产过程为主线。
为了巩固基础知识和提高操作技能，每章后附有思考题与习题，并有适当的训练题。
　　《电子工艺实习教程（第2版）》可作为高等学校电气信息类、电子信息类及其他相近专业的本
科生教材，也可供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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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安全用电知识1.1 触电对人体的危害1.1.1 电伤和电击1.1.2 影响触电危险程度的因素1.2 触电原
因1.2.1 直接触电1.2.2 间接触电1.2.3 跨步电压引起的触电1.3 用电安全技术简介1.3.1 接地和接零保
护1.3.2 漏电保护开关1.3.3 其他1.4 安全知识1.4.1 人身安全1.4.2 设备安全1.4.3 触电急救与电气消防思考
题与习题第2章 电子元器件2.1 电阻器和电位器2.1.1 型号命名方法及图形符号2.1.2 电阻器2.1.3 电位
器2.1.4 电阻器和电位器的选用、质量判别与代用2.2 电容器2.2.1 型号命名方法及图形符号2.2.2 电容器
的主要参数2.2.3 常用电容器2.2.4 电容器的选用、质量判别与代用2.3 电感器2.3.1 电感器的主要参
数2.3.2 常用电感器2.3.3 电感器的选用、质量判别与代用2.4 变压器2.4.1 变压器的主要特征参数2.4.2 常
用变压器简介2.4.3 变压器的骨架、绕组和常用芯子2.4.4 变压器的性能检测2.5 开关及接插件2.5.1 开关
与继电器2.5.2 接插件2.6 半导体分立器件2.6.1 半导体分立器件的命名2.6.2 二极管2.6.3 三极管2.6.4 晶闸
管2.6.5 单结晶体管2.6.6 半导体光电器件2.7 集成电路2.7.1 集成电路分类2.7.2 集成电路命名2.7.3 集成电
路封装与引脚识别2.7.4 集成电路的质量判别及代用2.7.5 集成电路的使用思考题与习题电子元器件训练
第3章 电子电路读图3.1 概述3.2 模拟电路读图3.2.1 读图的一般步骤3.2.2 基本电路和分析方法3.2.3 模拟
电路读图举例3.3 数字电路读图3.3.1 数字电路读图的特点3.3.2 基本电路和分析方法3.3.3 数字电路读图
举例3.4 电子电路渎图举例思考题与习题第4章 印制电路板4.1 概述4.1.1 印制电路板的概念及构成4.1.2 
印制电路板的分类4.1.3 印制电路板的形成4.2 印制电路板的设计4.2.1 印制电路板的设计目标4.2.2 印制
电路板的设计方法和设计基本原则4.3 印制电路板的制造与检验4.3.1 印制电路板制造工艺简介4.3.2 印
制电路板的手工制作4.3.3 印制电路板的检验4.4 Protel99SE电路设计4.4.1 电路原理图设计4.4.2 印制电路
板的设计4.5 印制电路板的发展思考题与习题印制电路板训练第5章 焊接技术5.1 锡焊的基本知识5.1.1 
锡焊及其特点5.1.2 锡焊的机理5.1.3 锡焊的工艺要素5.1.4 焊点的质量要求5.2 焊接工具5.2.1 电烙铁5.2.2 
其他常用工具5.3 焊接材料5.3.1 焊料5.3.2 焊剂5.4 手工锡焊技术5.4.1 焊接前的准备5.4.2 手工焊接技术5.5 
手工焊接技艺5.5.1 印制电路板焊接5.5.2 导线焊接5.5.3 几种易损元器件的焊接5.5.4 几种特殊焊点的焊
法5.5.5 拆焊5.6 焊接质量及缺陷5.6.1 焊点失效分析5.6.2 对焊点的质量检查5.6.3 常见焊点缺陷及质量分
析5.7 工业生产中电子产品的焊接介绍5.7.1 浸焊与波峰焊5.7.2 电子焊接技术的发展思考题与习题焊接
训练第6章 安装与调试6.1 安装基础知识6.1.1 安装技术要求6.1.2 常用安装方法6.1.3 其他安装方法6.1.4 典
型零部件安装6.2 安装准备工艺6.2.1 绝缘导线的加工6.2.2 加工整机的“线扎”6.2.3 屏蔽导线加工6.2.4 
电缆加工6.2.5 印制电路板的安装6.3 电子设备组装工艺6.3.1 电子设备组装的内容和方法6.3.2 组装工艺
技术的发展6.4 整机总装工艺6.4.1 整机装配工艺过程6.4.2 整机总装6.4.3 整机总装质量的检验6.5 调试工
艺6.5.1 调试工艺过程6.5.2 静态测试与调整6.5.3 动态测试与调整6.5.4 整机性能测试与调整思考题与习题
第7章 表面安装技术第8章 常用电子测量仪器与测试技术第9章 典型电子工艺实习产品介绍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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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以上四条，相互矛盾又相辅相成，不同用途、不同要求的产品侧重点不同。
例如事关国家安全、防灾救济的产品，可靠性第一；而民用低价值产品，经济性首当其冲。
具体产品具体对待，综合考虑以求最佳。
　　4.2.2 印制电路板的设计方法和设计基本原则　　印制电路板设计也称印制板排版设计，它是整机
工艺设计中的重要一环。
其设计质量不仅关系到元件在焊接、装配、调试中是否方便，而且直接影响整机技术性能。
印制电路板设计通常包括设计准备、印制电路板版面设计、草图绘制、制板底图绘制以及制板工艺文
件的提供等几个过程。
　　由于电路复杂程度不同，产品用途及要求不同，设计手段不同，设计过程及方法也不尽相同。
例如，对草图绘制这一过程，只在手工设计时才采用，采用CAD设计时一般不需要。
尽管不同设计手段设计过程和方法不尽相同，但设计原则和基本思路都是相同的。
下面就按照印制电路板的设计过程来介绍其设计方法和设计基本原则。
　　4.2.2.1 印制电路板的准备工作　　印制电路板设计的主要工作是排版设计，但排版前必须考虑以
下准备工作。
　　1）电路具体要求及参数的确定　　在准备阶段，首先要结合EDA仿真做电路试验，确定以下具
体要求及参数。
　　（1）电路原理。
了解电路工作原理和组成，各功能电路的相互关系及信号流向等内容，对电路工作时可能发热、可能
产生干扰等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2）印制板工作环境（是否密封，工作环境温度变化，是否有腐蚀性气体等）及工作机制（连
续工作还是断续工作等）。
　　（3）主要电路参数（如最高工作电压，最大电流及工作频率等）。
　　（4）主要元器件和部件的型号、外形尺寸、封装，必要时取得样品或产品样本。
　　2）印制板结构、种类的确定　　（1）印制板结构的确定。
印制板结构有两种：单板结构和多板结构。
单板结构是指将所有元器件布设在一块印制板上，优点是结构简单、可靠性高、使用方便，但改动困
难，功能扩展、工艺调试、维修性差；多板结构也称积木结构，是指将所有元器件布设在多块印制板
上，优缺点与单板结构正好相反。
　　在电路较简单或整机电路功能惟一确定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单板结构，而中等复杂程度以上电子
产品应采用多板结构。
多板结构分板原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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