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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综合电子设计与实践》一书自2002年3月出版以来，至今已历时7年多。
正如MNG三定律①所揭示的那样，在过去的7年多中，微电子、通信、信息技术（IT）等均以惊人的
发展速度创造和催生了许多奇迹。
其成果惠及了生活在当代的人们的日常工作、学习、文化娱乐、问医求药、通信、证券交易、旅游交
通等诸多方面。
反映在相关的电路与系统的理论、软硬件技术、电子产品、EDA工具以及电子制造工艺等方面，皆伴
随着出现许多新的建树与新的事物。
作为电气电子信息类专业实践教材的《综合电子设计与实践》，对上述领域内出现的新生事物应当有
所反映，以使该教材能适应电气电子信息技术进步与发展的最新形势以及教学改革的需求。
因此有必要对该书做一次推陈出新的修编。
　　此次修编首先将各章的行文及技术用语根据技术进步与发展的最新形势做了一些必要的修改、调
整与润色，并更正了一些印刷错误。
其次，对有关内容进行了一些删减与替换补充。
压缩了那些在前修课与本课之间起着承上启下作用的部分回顾性的论述，补充介绍了若干新系统、新
电路、新器件、新软件、新技术和新工艺。
此外，从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系统设计能力、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以及实践动手的能力，更新、改写
与补充了书中的一些设计举例。
为配合本书的实践教学，采用并具体介绍了由东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束海泉教授②的团队研发
、生产的《ESD一7综合电子设计与实践平台》，本书第九章中有三个设计举例就是利用该平台完成硬
、软件的设计与验证的。
为了给使用本书的老师提供制作课件以及教学的方便，将本书所有插图、附录和部分在《ESD一7综合
电子设计与实践平台》上完成的参考设计的有关介绍，以及该设计的软件清单等刻录在一张光盘上，
作为上述平台的附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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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2002年版做了重要修订。
全书共分9章：第1章为电子系统设计导论；第2章为常用传感器及其应用电路；第3章为模拟系统及其
基本单元；第4章为模拟设计中的EDA技术；第5章为数字系统设计；第6章为嵌入式处理器与嵌入式系
统及其应用；第7章为电子系统的芯片实现方法；第8章为电子系统设计与制造的有关工程问题；第9章
为电子系统设计举例。
以上内容系围绕电子系统的设计与实现方法来安排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系统设计能力，以适应电子
信息时代对学生知识结构和能力的要求。
    全书取材先进、内容新颖、理论联系实际，既论及与电子系统高层设计理念相关的问题，又重视底
层实现中常见实际问题的处置原则及方法。
此次该书经过修编后，内容更加符合当前技术发展趋势以及教学改革的需求。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电气电子信息类专业的综合设计实践教材，也可供电气电子信息类工程技术人
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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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没有EDA工具的条件下，或者是作为学习的目的，仅做一些简单系统设计的练习，可采用传统
的手工设计方法去完成。
此外熟悉传统手工设计步骤，还有助于学习与掌握使用EDA工具的设计方法与步骤。
下面就对电子系统的手工设计步骤做一介绍：　　1）审题　　通过对给定任务或设计课题的具体分
析，明确所要设计的系统的功能、性能、技术指标及要求。
这是保证所做的设计不偏题、不漏题的先决条件。
为此，就要求设计人员在用户和设计主管人之间反复进行交流与讨论。
或者，如果是作为学生的大作业，就应与命题老师进行充分的交流，务必弄清系统的设计任务要求。
在真实的工程设计中如果发生了偏题与漏题，用户将拒绝接受你的设计，你还要承担巨大的经济责任
甚至法律责任；如果该设计是一次电子设计竞赛，你将丢掉名次。
所以审题这一步，事关重大，务必走稳、走好。
　　2）方案选择与可行性论证　　把系统所要实现的功能分配给若干个子系统中的单元电路，并画
出一个能表示各单元功能的整机原理框图。
这项工作要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并同时查阅有关参考资料；要敢于创新、敢于采用新技术，不断完
善所提的方案；还应提出几种不同的方案，对它们的可行性进行论证。
即从完成的功能的齐全程度、性能和技术指标的高低程度、经济性、技术的先进性以及完成的进度等
方面进行比较，最后选择一个较好的方案。
　　3）单元电路的设计、参数计算和元器件选择　　在方案选择与论证完成后，对各单元电路的功
能、性能指标、与前后级之间的关系均应当明确而无含糊之点，下一步就是进行单元电路的设计了。
首先，要对各个单元电路可能的组成形式进行分析、比较。
单元电路的形式一旦确定之后，就可选择元器件；然后根据某种原则或依据先确定好单元电路中部分
元件的参数，再去计算其余的元件参数和电路参数（如放大倍数、振荡频率等）。
显然，这一步工作需要有扎实的模拟电子线路和数字电路的知识和清楚的物理概念。
　　4）组装与调试设计结果的正确性需要验证，但手工设计无法实现自动验证。
虽然也可以在纸面上进行手工验证，但由于人工管理复杂性的能力有限，再加上人工计算时多用近似
，设计中使用的器件参数与实际使用的器件参数不一致等因素，使得设计中总是不可避免地存在误差
甚至错误，因而不能保证最终的设计是完全正确的。
这就需要将设计的系统在面包板或印刷板上进行组装，并用仪器进行测试，发现问题时随时修改，直
到所要求的功能和性能指标全部符合要求为止。
一个未经验证的设计总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错误，若送到工厂投产去必将导致巨大的浪费。
所以通过组装与调试对设计进行验证与修改、完善是传统手工设计法不可缺少的一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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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综合电子设计与实践（第2版）》取材先进、内容新颖、理论联系实际，既论及与电子系统高
层设计理念相关的问题，又重视底层实现中常见实际问题的处置原则及方法。
此次该书经过修编后，内容更加符合当前技术发展趋势以及教学改革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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