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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实际能力培养已是教育工作者的共识，并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重视。
高等教育的不断深化，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适应这一发展的
需要，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我们编写了《电子系统设计与实践》一书，其目的在于为电子
系统设计的初学读者提供最基本的基础知识，为推动“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实际能力培养”的教
学要求做出一点贡献。
　　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格人才，不仅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知识，还应该具有很强的实际工作能力。
可以肯定，目前各个高等院校在理论教学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在实际工作能力
的培养方面还存在着不足之处，甚至还有空白点或者缺陷。
很多大学生毕业后，不会把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具体应用相结合，还停留在初级的理论理解阶段，甚至
对理论的理解还存在着很多死角，思维还不够开阔，不能适应现代高科技工作的需要。
这一现象严重地影响着大学生的就业和事业的定位！
近几年来我们看到很多用人单位，很欢迎参加过电子竞赛的学生。
原因在于，参加过电子竞赛的学生比较适合于用人单位的工作要求。
我校从1994年开始参加全国大学生电子竞赛，培养了一批比较好的学生，受到了用人单位的好评，也
为我们在这方面的探索增强了信心和勇气。
沿着这一方向，我们从1999年增设了一门“电子系统设计与实践”课程，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大学
生理论结合实际的设计能力。
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的工作，距离我们理想的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因素，其
一是现在的大学生，他们是在应试教育模式下成长起来的，还很不适应素质教育的新模式；其二是他
们在学完大学阶段的基础理论之后，正面临着考研问题，由于社会大气候的影响，有相当一部分学生
。
选择了考研的唯一路线，甚至放弃大学三年级时的其他所有课程，采取了背水一战、破釜沉舟的姿态
；其三是相应的教材未能跟上，这一点通过我们的努力可以解决；最后一个因素是教学设备问题，要
全面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只靠有限的实验室的设备是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的，要考虑“无围墙”实验
室。
　　前两个因素涉及的范围很宽，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我们只能通过呼吁方式，动员社会力量一道
逐步解决问题。
对于上述的最后一个因素，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自主研制出了多功能电子学习机，向“无围墙”
实验室的目标坚实地迈进了一大步，并取得了教学管理和教学实施方面的宝贵经验。
我们编写这本书就是基于上述的第三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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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子系统设计与实践》共分9章，分别是电子系统设计基础、传感器及其应用、电子系统设计
中常用的数值处理方法、PID控制技术、电子系统的数据传输与通信、现场可编程应用技术、电子系
统设计实例、电子系统调试技术和电子系统电路设计中硬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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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电子系统在安装完毕后，一般都需要经过认真、细致的调试，才能获得满意的性能。
调试是对安装好的电路进行检测，判断系统性能的过程。
常用的仪器仪表有万用表、示波器、信号发生器、逻辑分析仪等。
1调试方法　　（1）模块调试在比较复杂的电子系统中，整机电路通常可分为若干个功能模块，相对
独立地完成某一特定的电气功能。
所以，一般调试中应按功能划分对各模块分别进行调试。
调试时最好按信号流向逐块进行，逐步扩大调试范围，最后完成总体调试。
　　模块调试可以缩小问题出现的范围，便于解决。
模块调试对新设计的电子系统较为适用。
　　（2）整体调试　　将整个电路组装完毕后，实施总调。
该方法只适用于已定型的，设计方法较成熟的电路，或需要相互配合，难以进行模块调试的系统。
　　目前，一般的电子系统往往都包含模拟电路、数字电路和微机控制系统等三部分，由于它们对输
入信号的要求各不相同，故一般不要直接连调和总调，而应先分三部分分别进行调试后，再进行整机
调试。
　　2.常用调试仪器　　（1）万用表万用表是电子电路调试中必不可少的仪器。
它可以测量交／直流电压或电流、电阻，判断电容、二极管、晶体管的极性及管脚，判断电路的通断
等。
　　（2）示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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