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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设计自动化》

前言

从上世纪中叶到本世纪初，电子系统的设计经历了手工设计、计算机辅助设计、计算机辅助工程及电
子设计自动化四个阶段。其中电子设计自动化（EDA）技术的发展更是给电子系统设计带来了革命性
的变化，而将EDA技术引入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电子类教学中，则是编写此书的目的。 《电子设计自
动化（EDA）技术》第一版从2002年出版以来，解决了当时高职EDA教学急需要的教材问题，深受广
大学校和读者的欢迎，符合当时教育教学和读者的需要。近年来EDA技术得到飞速的发展，新的开发
工具、手段及新器件等不断涌现，EDA技术在高等职业院校教学中也得到广泛的开展，结合教育部工
学结合的专业与课程改革发展需要，结合作者在改革实践中的经验和体会，在第一版的基础上，本书
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订和改编，从内容和形式上都有较大的变化，以更好的适应教学与技术学习的需
要。 本书通过10个典型的EDA技术应用项目，将EDA技术的电子系统设计的有关知识、相关EDA工具
应用和设计与工作方法融入项目中，分为三大模块：模块1是辅助设计应用，学习如何应用EDA工具
（Protel DXP）完成电路原理图设计、印制电路板设计。模块2是自动化设计应用，学习应用EDA工具
（Altera公司Quartus Ⅱ）对可编程逻辑器件进行设计，包括数字电路设计方法、可编程逻辑器件
、VHDL语言、EDA开发工具使用。模块3是综合应用，学习基于可编程逻辑器件PLD的实际电子产品
的设计应用。 本书是作者总结多年的教学和工程实践经验，并结合EDA技术的发展和企业实际岗位应
用需求编写而成，按现代电子设计开发的实际工作过程，从辅助设计——自动化设计——综合设计，
采用主流可编程器件（Altera公司MAXⅡ）和开发工具，采用并将职业素养的培养要求融入到内容中
，体现了“真实性、实用性、渐进性”。 本书项目以作者自主开发的EDA学习开发板（以MAXⅡ器
件为核心，具有多种资源）为硬件平台设计，读者如使用的是其他实践平台，在设计项目时，只需在
器件选型和硬件设计时做适当变化即可。 本书由唐亚平、龚江涛、粟慧龙共同编写。唐亚平负责全书
的统稿，并编写项目9、10；项目1、2、3由粟慧龙编写；项目4至8由龚江涛和唐亚平共同编写。 本书
由李移伦主审，在此对他提出的许多中肯而宝贵的意见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时间短
促，疏漏或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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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设计自动化》

内容概要

《电子设计自动化(EDA)技术(第2版)》通过10个典型的EDA技术应用项目，将EDA技术的电子系统设
计的有关知识、相关EDA工具应用和设计与工作方法融入项目中，分为三大模块：模块1为辅助设计
应用，学习如何应用EDA工具（Protel DXP）完成电路原理图设计、印制电路板设计；模块2为自动化
设计应用，学习应用EDA工具（Quartus Ⅱ）对可编程逻辑器件进行设计，包括数字电路设计方法、可
编程逻辑器件、VHDL语言、EDA开发工具使用；模块3为综合应用，学习基于可编程逻辑器件PLD的
实际电子产品的设计应用。 
《电子设计自动化(EDA)技术(第2版)》可为作为高职高专院校电子类、自动化、计算机等相关专业课
程教材，也可作为相关专业技术培训教材，还可供从事电子设计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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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设计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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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设计自动化》

章节摘录

插图：模块1 电子CAD技术项目1 直流稳压电源的原理图与PCB设计1.2 项目资讯1.2.3 Protel DXP2004电
路设计基础1.2.3.1 原理图设计基础原理图（SCH）就是各种电子元器件的电气连接图，主要包括：元
件、连线、网络端口、标识、参数等。为了给电气电路分析、检查提供方便，电路原理图还标有信号
的走向，各功能模块集中表述及说明字符等。电路原理图作为PCB板的输入，体现了设计人员的思想
，因此必须保证设计的准确性，并且尽量使绘制的原理图清晰、流畅。（1）原理图的构成原理图同
一些基本的实体组成，包括元件、导线、网络端口、电气节点、电源端口，它们之间的连接关系构成
了电气连接网络。因为仅需要表述电气连接关系，所以原理图在绘制过程中引入的全部是实体符号，
不涉及实物。在原理图中的实体有着对应的元件或导线，有些只起到辅助作用，下面介绍原理图中的
实体。①元件（Component）：是原理图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放置在原理图上反映各种电气特
性的物理元件，如电阻、电容、电感、半导体器件、集成电路和插接件等。如图1-12所示。每个元件
均由表示元件属性的图形和引线端子组成。所谓元件的电气连接是指将这些器件的引线端子连接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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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设计自动化》

编辑推荐

《电子设计自动化(EDA)技术(第2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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