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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DA（电子设计自动化）技术是现代电子系统设计的重要手段，是电子设计工程师必须掌握的基
本技能。
EDA的具体内容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诸如PSPICE、Multisim、Protel的学习为初级内容；VHI）L
和FPGA的开发为中级内容；ASIC和SCC的设计为高级内容。
其中，掌握初级EDA技术是电子系统设计最基本的技能要求。
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介绍EDA技术的初级内容。
　　目前，EDA技术的相关书籍很多，其主要不足是：大部分书籍内容比较单一，往往只介绍一
种EDA软件，而且只偏重软件本身的介绍，没有体现EDA技术的基本设计方法。
本书克服了以上不足，结合Multisim 2001和Protel 2004的学习，系统介绍了电子系统设计从电路仿真到
原理图设计，再到PcB设计全过程中EDA技术的应用。
另外本书还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1）本书作者长期从事电子技术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较多
地考虑到了学习者的实际情况和电路设计者的实际需要，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所介绍的重点内容都是在实际工作中大量用到的，对于在实际中用得不多的内容，本书介绍得比较简
单或者干脆忽略。
　　（2）本书是作者在多年的。
EDA技术教学实践基础上编写而成的，全书着眼于高等学校EDA技术课程的教学需要，针对性强，内
容安排上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图文并茂，并结合实例进行介绍，便于学习和掌握。
　　总之，实用性和易学性是本书的突出特点。
　　全书分为三篇，各篇内容如下。
　　第一篇：绪论。
主要介绍EDA的基本概念、发展历程、基本设计方法及其在现代电子系统设计中的作用。
　　第二篇：Mukisim 2001及其应用。
介绍了基于Mulfisim 2001的电子电路仿真技术。
主要包括仿真电路的设计、虚拟仪器的使用和各种仿真分析方法的应用，并介绍了各种应用实例。
　　第三篇：Protel 2004的使用。
介绍了基于Protel 2004的电路设计方法。
包括原理图的绘制、原理图库元件的制作、PCB的设计、元件封装库的创建以及各种电路设计后处理
等内容。
　　每篇都有相应的思考题和习题，供读者参考。
　　本书第一篇由李建兵和周长林共同编写，第二篇和各篇的思考题与习题由周长林编写，第三篇由
李建兵编写。
　　本书非常适合作为高等学校EDA课程及电子工程技术类培训的参考教材，同时也可作为各类电子
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的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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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DA技术基础教程：Multisim与Protel的应用》从当今电子工程设计的实际需求出发，介绍了电
子设计自动化（EDA）技术的基本概念，并详细介绍了Multisim 2001和Protel 2004这两种应用非常广泛
的EDA软件。
《EDA技术基础教程：Multisim与Protel的应用》着眼于高等学校EDA技术课程的教学需要，结合现代
电子系统设计的实际特点，在介绍EDA软件使用方法的过程中，突出了EDA技术的设计方法。
《EDA技术基础教程：Multisim与Protel的应用》适合作为高等学校EDA课程及电子工程技术类培训的
参考教材，同时也可作为各类电子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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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绪论　　第1章　EDA概述　　1.1　EDA技术及其发展　　1.1.1　EDA技术的概念　　
电子设计自动化（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EDA）技术是指以计算机为工作平台，融合应用电子
技术、计算机技术、信息处理及智能化技术，进行电子线路与系统的自动化设计。
它是在电子CAD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集数据库、图形学、图论与拓扑逻辑、计算数学、优化理论等
多学科的最新成果，可以进行功能设计、逻辑设计、性能分析、系统优化直至印制电路板的自动设计
，完成电子工程设计的全过程。
　　EDA技术是现代电子工程领域的新兴技术和发展趋势，并随着微电子技术和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
展而日益成熟，目前已经渗透到集成电路和电子系统设计的各个环节。
利用EDA工具，电子设计工程师可以从概念、算法等开始设计电子系统，将电子产品设计中的电路设
计、性能分析、IC板图或PCB板图设计等整个过程，在计算机上自动处理完成。
EDA技术依托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和相关应用软件，能最大限度地提高电子线路或系统的设计质量和效
率，从而节省人力、物力和开发成本，缩短开发周期。
　　将EDA技术作为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在大多数高校的相关学科中已成为共识。
但就其教学内容和实验安排上，至今尚有诸多不同看法。
但有一点大家普遍认可，就是将EDA技术的内容划分为三个层次：诸如Multisim、Pspice和Protel的学习
作为EDA的初级内容；VHDL和FPGA开发等作为中级内容；ASIC和SoC设计为高级内容。
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立足于EDA技术的初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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