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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硬件DIY》

内容概要

这是第一本指导设计和制造开源硬件全过程的动手指南。广泛的行业人物通过在DIY、制造商和硬件
骇客项目上的丰富经验，分享了经过实际检验的方法，来进行设计、重新组合、制造、生产、故障排
除、许可、记录和开展开源硬件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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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Alicia Gibb，是一位开源硬件的倡导者，同时也是一名研究员和一名硬件黑客。Alicia自2008年起就在
开源硬件社区工作。她是开源硬件协会的创始人和执行董事，该组织教育并推广创建和使用开源硬件
。她指导着科罗 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BTU实验室，在那里她教授计算物理和信息技术课程。在服务
于开源硬件协会之前，Alicia是Bug实验室的一名研究员和原型设计师，并曾被授予国家科学基金会
的SBIR奖金，以资助她基于传感器进行数据采集的模块项目的研究工作。她还是“纽约电阻协会”的
成员，在那里她策划了两个国际艺术展，创办了两届开放硬件峰会并担任联合主席，并且还是Ada
Initiative的董事。她在电子元件领域的研究成果先后刊登在Wired杂志、IEEESpectrum、Hackaday和纽
约时报。
辛海洋，香港中文大学信息工程系博士，麻省理工学院访问学者。微信公众号MaKerlog作者。长期关
注机器人、开源硬件、创新理论，热爱阅读和分享，相信技术的力量。目前正在创业。致力于打造一
家“1OOX Better”的机器人公司。
辛海林，工程师，目前在国有大型企业从事工程设计工作。喜欢尝试不同的事情，体验不同的生活。
信奉开源和自由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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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是原教旨主义的开源运动，也不是漫无边际的创客运动。这是一本掏心掏肺的指南，告诉你一
个非常原汁原味的创客如何从零到商业化玩转开源硬件。awesome cool!
2、通过这本书了解了什么叫开源，对文科生来说，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思维角度。
3、不是很适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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