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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顾名思义，本书讲述如何使用cadence工具进行高速电路系统设计，以及利用仿真分析对设计进行
指导和验证。
面对电子、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层出不穷的市场需求，必须由硬件工程师利用最新的工具，使用前
沿的科技产品，把这些奇妙的想法付诸实践，把一个概念或者设想以可以看见、可以触摸的物质形式
展现给社会，来影响人们的生活。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使得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以平淡和愉快的心情从事着硬件设计工作。
　　直到今天，在积攒了足够的经验和冲动后，促使我来完成这本书的写作。
电路设计，尤其是现代高速电路系统的设计，是一个随着电子技术而日新月异的工作，具有很强的趣
味性，也具有相当的挑战性。
而目前，市场上还没有一个从实践出发、结合高速电路设计理论的设计指导书，所以我希望借助本书
使得现在的硬件工程师更好地掌握这项技术，也希望通过我自己的经验分享，使得高速电路系统设计
看起来没有那么神秘，从而吸引更多的电子技术人员加入到这个行业，通过我们的双手让这个世界变
得更加美好。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本书是高速电路系统设计和仿真技术的实践总结和设计指导，而并不是一本
高速电路理论研究书籍。
因此，也就决定了本书中所提到高速信号理论是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和借用。
本书并不对这些理论进行推导和研究，如果读者对这些高速信号理论感兴趣，请参阅与此相关的专业
理论书籍。
之所以要在本书中提及这些高速信号理论，是因为从全书结构上考虑，使读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
能够由浅入深、由理论指导到实践应用地进行循序渐进的学习，并对高速电路系统设计的一些技巧和
方法有比较深刻的理解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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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路设计，尤其是现代高速电路系统的设计，是一个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而日新月异的工作，具有很
强的趣味性，也具有相当的挑战性。
本书的目的是要使电子系统设计工程师们能够更好地掌握高速电路系统设计的方法和技巧，跟上行业
发展要求。
因此，本书由简到难、由理论到实践讲述了如何使用Cadence工具进行高速电路系统设计，以及利用
仿真分析对设计进行指导和验证。
    本书定位于那些希望挑战高速电路系统设计的工程师，他们应该已经具备了相应的电子系统设计的
基本知识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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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很多电子工程师的概念中，设计一个电子系统，我们更应该注重原理，只要原理设计正确，那
么在系统实现的时候就不会有大问题。
没错，任何一个系统的设计过程中，如果原理出了问题，是不可挽救的，但原理的正确性只是一个系
统正确工作的最基本的要求，在高速系统中，只关心这个是远远不够的。
　　在高速系统中，随着系统时序的要求越来越严格，我们关心的不仅仅是信号连接的正确性问题，
更要关心在某个时刻，某个电气连接点上电压和电流的瞬时关系，这些电压和电流决定了高速系统中
的所有性能。
而传输线上的电压、电流的瞬时关系完全取决于传输线本身的阻抗特性。
可以说，在高速系统中，所有的工作特性都取决于组成系统各部分的阻抗特性。
换句话说，在高速系统中，所有的现象都可以用阻抗特性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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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本书中，作者根据自己多年来从事高速电路设计与仿真工作的经验，从信号完整性基本理论入
手，结合当今方兴未艾的DDRX和高速Serdes系统设计实例，如庖丁解牛般地为读者剖析了高速电路设
计与仿真的设计方法和手段。
然而，作者并没有将这些内容进行简单枯燥的罗列，而是穿插在实例设计和软件的使用过程中。
本书的编排逻辑清晰、结构紧凑，在展示设计实例的过程中，穿插了作者的实践经验总结和心得体会
。
　　——胡建伟　Cadence中国分公司北京办事处资深应用工程师，Mentor Graphics亚太区PCB产品技
术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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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高速电路设计与仿真分析：Cadence实例设计详解》中，作者根据自己多年来从事高速电路
设计与仿真工作的经验，从信号完整性基本理论入手，结合当今方兴未艾的DDRx和高速Serdes系统设
计实例，如庖丁解牛般地为读者剖析了高速电路设计与仿真的设计方法和手段。
然而，作者并没有将这些内容进行简单枯燥的罗列，而是穿插在实例设计和软件的使用过程中。
本书的编排逻辑清晰、结构紧凑，在展示设计实例的过程中，穿插了作者的实践经验总结和心得体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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