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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嵌入式系统是一个数字系统？
套用一句广告词“Analog is everywhere（模拟无处不在）”，模拟电路也是嵌入式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重
要组成部分。
模拟电路在嵌入式系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如ADC产生的混叠现象，采用数字
滤波和软件处理很难或者不能够解决，然而采用一个运算放大器、几个电阻和电容就能够好的解决该
问题。
例如在一个12位ADC采样系统中，如不采用抗混叠滤波器电路，测试采样1024个代码，噪声代码宽度
为44个代码，LSB为1.22mV，则44个代码的噪声为53.68 mV，而增加一个抗混叠滤波器电路后，噪声代
码宽度仅为1个代码，噪声为1.22mV。
要设计一个能够满足要求的嵌入式系统，不仅仅需要考虑嵌入式处理器的电路设计和软件编程，也需
要考虑与其相关的模拟电路的设计。
本书是为从事嵌入式系统硬件设计的电子工程技术人员编写的一本介绍嵌入式系统中的模拟电路设计
基本知识、设计要求与方法的参考书。
本书没有大量的理论介绍和公式推导，而是从工程设计要求出发，通过介绍大量的模拟电路设计实例
，图文并茂的来说明模拟电路设计中的一些技巧与方法、以及应该注意的问题，具有很好的工程性和
实用性。
本书也可以作为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自动化、电气、计算机应用等专业学
习嵌入式系统硬件设计的教材，以及作为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的培训教材。
本书共分5章。
第1章模数转换器（ADC）的驱动电路设计，介绍了影响ADC精度的一些技术指标，如何为ADC选择
合适的驱动缓冲器，放大器电路设计中应注意避免的一些问题，单电源运算放大器电路设计应考虑的
问题，基于运算放大器的ADC驱动电路，基于仪表放大器的ADC驱动电路，高速差分ADC驱动器和基
于差分放大器的ADC驱动电路，以及ADC输入采样保持电路。
第2章数模转换器（DAC）的输出电路设计，介绍了影响DAC精度的一些技术指标，DAC的输出电路
。
第3章抗混叠滤波器电路设计，介绍了抗混叠滤波器基本特性，OP构成的抗混叠滤波器电路，集成的
抗混叠滤波器电路。
第4章电压基准电路设计，介绍了电压基准的选择，单片电压基准电路，输出电压可调的电压基准电
路，扩展输入电压的电压基准电路，扩展输出电流的电压基准电路，负电压基准电路，正负电压基准
电路，调节外部基准电压改变Σ-Δ ADC的增益，通过调节电压基准来增加ADC的精度和分辨率，以
及多ADC系统的基准电压设计。
第5章模数混合系统的PCB设计，介绍了模数混合电路PCB的分区，模数混合电路的接地和电源去耦合
，运算放大器的PCB设计，12位称重系统的PCB设计，24位Δ -Σ ADC 的PCB设计，模数混合系
统PICtailTM演示板的PCB设计，多通道同时采样数据采集系统的PCB设计，以及16位DAC的PCB设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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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模拟电路是嵌入式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书着重介绍了模数转换器（ADC）的驱动电路设计、数模转换器（DAC）的输出电路设计、抗混叠
滤波器电路设计、电压基准电路设计，以及模数混合系统的PCB设计。
本书从工程设计出发，通过大量的设计实例说明嵌入式系统中的模拟电路设计技巧与方法，工程性好
，实用性强。
　　本书可以作为电子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也可以作为高等院校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自动
化、电气、计算机应用等专业学习嵌入式系统硬件设计的教材，以及作为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的
培训教材。
图书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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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分辨率分辨率是指数字量变化一个最小量时模拟信号的变化量，定义为满刻度与2“的比值
。
分辨率又称为精度，通常以数字信号的位数来表示。
2）转换速率转换速率是指完成一次从模拟转换到数字的A／D转换所需的时间的倒数。
积分型ADC的转换时间是毫秒级，属于低速ADC；逐次比较型ADC是微秒级，属于中速ADC；全并
行／串并行型ADC可达到纳秒级。
采样时间则是另外一个概念，是指两次转换的间隔。
为了保证转换的正确完成，采样速率（Sample  Rate）必须小于或等于转换速率。
因此有人习惯上将转换速率在数值上等同于采样速率也是可以接受的。
转换速率常用单位是ksps和Msps，表示每秒采样千／百万次（kil0／Million Samplespex Second）。
3）量化误差量化误差是指由A／D的有限分辨率而引起的误差，即有限分辨率A／D的阶梯状转移特性
曲线与无限分辨率A／D（理想A／D）的转移特性曲线（直线）之间的最大偏差。
通常是1个或半个最小数字量的模拟变化量，表示为1I.SB、1／2LSB.4）偏移误差偏移误差是指输入信
号为零时输出信号不为零的值，可外接电位器调至最小。
5）满刻度误差满刻度误差是指满刻度输出时对应的输人信号与理想输入信号值之差。
6）线性度线性度是指实际转换器的转移函数与理想直线的最大偏移，不包括以上三种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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