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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Protel电路板的设计是从事电子、自动化专业技术人员应掌握的实用技术之一。
《Protel电路板设计技能实训》共7章，第1～4章通过一个典型电路实例贯穿，从初学者的角度出发，
分别讲解了原理图设计、原理图电气图形符号制作、PCB设计和元件封装制作，每章都有针对性的操
作训练及相应的提示，便于初学者快速入门；第5章讲解原理图设计和PCB设计中的常见问题及解决方
法；第6章讲解PCB设计中的关键概念——尺寸(包括元件封装尺寸和电路板尺寸)，建立尺寸概念
是PCB设计的关键；第7章通过大量的典型电路。
从实践角度出发，详细介绍了单层板和双层板的设计，并对工程开发中常涉及的CPLD电路
、AT89S51/52单片机最小系统和DSP
(TMS320F2812)最小系统作了介绍。

《Protel电路板设计技能实训》基础部分适合初学者学习使用，实训部分适合入门者提高学习。
本书可作为电子、自动化类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电子爱好者入门与提高的学习参考。
本书由张利国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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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3.6元件布局基础知识 一、元件布局的方法 元件布局的方法主要包括自动布局方
法、手工布局方法和自动布局与手工布局相结合的交互式布局方法三种。
 1.自动布局方法 采用自动布局方式进行元件布局时，系统可能只兼顾某些设计规则（如预拉线最短的
规则），而常常会忽略一些电路设计的基本常识，如将接插件被放到了电路板的中间。
 如果是某些电源类的插座，在装配时可能造成无法装焊。
有些元器件的去耦电容没有紧靠元件的电源输入端和接地端，滤波回路太大，降低了去耦电容的滤波
效果。
因此，对于绝大多数电路设计而言，完全采用自动布局的方法是不可取的。
 2.手工布局方法 采用手工布局时，设计者可以完全根据实际电路工作和装配的需要，进行元件的布局
，所生成的元件布局也更加符合实际应用的要求，有利于后面的布线操作。
同时，对于一个有着特殊要求的电路来讲，手工布局完全可以按照设计者的意图进行布局，这是自动
布局无法完成的。
 3.交互式布局方法 从上面对自动布局和手工布局的特点分析可以看出，手工布局和自动布局各有优缺
点。
从全局的角度来看，如果将二者结合起来使用，将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布局方法。
 综上所述，对于元件数目较少、电气要求不高的电路板设计可以采用自动布局方法对元件进行布局；
对于元件数目不是很多，并且有特殊要求（如散热、承重等）的电路板则可以考虑采用自动布局与手
工布局相结合的交互式布局方法；如果元件数目较多，同时设计人员对电路板设计要求较多（如散热
、电气性能、元件排列等），那么最好建议采用手工布局方法。
手工布局往往是与手动布线相结合和交互进行的，即对某个功能模块电路布局好后，立即对该部分电
路进行布线，之后对其他功能模块电路进行布局和布线。
 二、元件布局的基本步骤 基于上述因素，这里主要介绍自动布局与手工布局相结合的交互式布局方
法，着重介绍自动布局参数的设置，以及关键元件的布局。
交互式布局方法主要包括图3—74所示的几个基本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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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气自动化技能型人才实训系列:Protel电路板设计技能实训》基础部分适合初学者学习使用，实训
部分适合入门者提高学习。
《电气自动化技能型人才实训系列:Protel电路板设计技能实训》可作为电子、自动化类相关专业的教
材，也可作为电子爱好者入门与提高的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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