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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详细讲解如何在Protel 99 SE绘图环境下进行电路板的辅助设计。
全书共12章，其中第1章详细介绍了Protel 99 SE软件的特性；第2章至第4章主要介绍Protel 99 SE的原理
图设计部分，在这部分详细介绍了原理图的编辑环境，包括元件原理图库的管理、原理图图纸的设置
、元件的放置和元件之间的连线；第5章至第10章主要介绍电路板设计中的PCB图设计部分，详细介绍
了元件封装的制作、元件封装库的管理、如何制作PCB图和报表文件的生成；第11章主要讲解了信号
完整性分析的相关知识；第12章对电路仿真进行了探讨。
　　本书将Protel 99 SE的功能进行分块讲解，每一章基本上对应于电路板设计中的一部分功能。
初学者可以快速上手，最终学会如何利用Protel 99 SE辅助设计电路板。
本书边讲解实例边分析，方便读者对软件的理解，并能提高读者的设计能力。
许多章节的最后还有技能点拨，以加深读者对本章节内容的理解，并掌握一些小技巧。
　　本书适合从事各种电路板设计的工程技术人员自学参考，也可以作为大中专院校工科学生的教科
书和电路设计爱好者的辅导材料。
　　随书光盘包括书中的所有实例图形源文件、最终效果文件，以及实例教学演示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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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例11-1　SI分析　　　11.6.2　实例11-2：SI反射仿真及优化　　　实例11-2　SI反射仿真分析　
　　11.6.3　实例11-3：SI串扰仿真　　　实例11-3　SI串扰仿真分析　　　11.6.4　实例11-4：SI网络分
析　　　实例11-4　SI网络分析　　11.7　SI模型的建立　　　11.7.1　转换IBIS模型　　　11.7.2　实
例11-5：建立4081模型　　　11.7.3　分配模型引脚　　11.8　技能点拨　第12章　电路仿真　　12.1　
仿真基本流程　　12.2　Sim99仿真环境　　12.3　设置和创建仿真元件　　　12.3.1　SIM99中的仿真
元件及设置　　　12.3.2　SIM99中的激励源及设置　　　12.3.3　实例12-1：创建仿真元件——555定时
器　　　实例12-1　创建仿真元件555定时器　　12.4　设置仿真方式及运行仿真　　　12.4.1　一般设
置　　　12.4.2　静态工作点分析　　　12.4.3　瞬态分析　　　12.4.4　交流小信号分析　　　12.4.5　
直流扫描分析　　　12.4.6　蒙特卡罗分析　　　12.4.7　参数扫描分析　　　12.4.8　温度扫描分析　
　　12.4.9　傅里叶分析　　　12.4.10　传递函数分析　　　12.4.11　噪声分析　　　12.4.12　设置电
路初始条件　　　12.4.13　高级设置　　12.5　仿真波形分析及操作　　　12.5.1　显示单个/多个波形
单元　　　12.5.2　测量波形上节点间距　　　12.5.3　放大与还原　　　12.5.4　插入和删除波形单元
　　　12.5.5　集中与分离波形单元　　　12.5.6　观察节点波形　　　12.5.7　波形函数的运算　　
　12.5.8　设置两种显示模式　　12.6　仿真实例　　　12.6.1　实例12-2：二极管仿真　　　实例12-2
　二极管仿真　　　12.6.2　实例12-3：三极管放大电路仿真　　　实例12-3　三极管放大电路仿真　
　12.7　技能点拨　　　12.7.1　导致仿真网络表不能创建问题的解决　　　12.7.2　导致仿真分析失败
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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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初识Protel 99 SE　　1.1.1 Protel 99 SE的组成　　Protel 99 SE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分别是
电路设计部分、电路仿真和PLD设计部分。
　　1.电路设计部分　　Protel 99 SE中，电路设计部分主要包括原理图设计组件、印刷电路板设计组件
和自动布线组件等3个组件。
　　（1）Advanced Schematic 99：是原理图设计组件，主要用来编辑原理图，编辑、生成、修改零件
封装和生成各种报表。
　　（2）Advanced PCB 99：是印刷电路板设计组件，主要用于设计生成电路板，修改、生成零件封
装以及电路板组件管理。
　　（3）AdvancedRoute 99：自动布线组件，主要用于进行自动布线。
　　2.电路仿真和PLD设计部分　　这一部分也包括3个组件。
　　（1）Advanced PLD 99：主要用于可编程逻辑器件的设计，包括具有语法意识的文本编辑器、用
于编译和仿真设计结果的PLD以及用于观察仿真波形演示。
　　（2）Advanced SIM 99：主要用于电路仿真，包括功能强大的数／模混合信号电路仿真器，可以
方便地进行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的仿真。
　　（3）Advanced Integrity 99：主要用于高级信号完整性分析，包括一个高级信号完整性仿真器，能
分析印刷电路板设计和检查设计参数，测试过冲、下冲、阻抗以及信号斜率。
　　1.1.2 Protel 99 SE的特性　　Protel 99 SE的特点是支持模块化设计，具有丰富的编辑功能、强大的
电气检查和向导功能、完善的库元件管理和编辑功能以及方便的同步设计功能等，另外，作为运行
于Windows系统的完全32位EDA设计系统，rotel 99 SE还具有SmartTool、SmartDoc、SmartTeam这三大
特性，使产品的开发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
　　1.Smartlool　　它将所有的设计工具集成在一个设计环境下，让用户感到更加独立、直观。
通过设计管理器可以访问所有的Protel工具，而且允许用户在设计管理器中编辑非Protel文件。
　　2.Smart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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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Protel 99SE自学手册：实例应用篇》适合从事各种电路板设计的工程技术人员自学参考，也可
以作为大中专院校工科学生的教科书和电路设计爱好者的辅导材料。
　　《Protel 99SE自学手册：实例应用篇》光盘包括：114个实例模型、源文件和结果文件，长达278分
钟的语音视频教学录像。
　　上百个重要知识点的深入讲解、电路板设计各项功能的透彻点拨；精选51个案例，全面掌握Protel
各项专业应用。
　　熟练掌握原理图设计、PCB图设计、电路仿真等知识，双栏排版方式比同类同页码图书多出27％
知识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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