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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训练教程”的修订版。
本教程从2005年出版以来已多次印刷，一直是全国各大专院校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训练的首选教材之
一。
随着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的深入和发展，近几年来。
特别是从2005年至2007年，电子设计竞赛从题目要求的深度和难度都有很大的提高。
2009年对于竞赛规则与要求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如对“最小系统”的定义，以及对“性价比”与“系
统功耗”的指标要求等。
为适应新形势下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的要求与特点，需要对学生的训练方法与要求进行调整。
本书是针对新形势下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的特点和需要，为高等院校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
自动化和电气控制类专业学生编写的电子设计竞赛培训教材。
本书详细介绍了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的组织与培训方法，仔细分析了往届赛题与设计方案，全面
探讨了微控制器选型与最小系统、微控制器外围电路、主要单元电路、传感器电路的设计与制作，以
及电子设计竞赛设计总结报告写作训练要求。
本书的特点是以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所涉及的知识点为基础，内容丰富实用，叙述简洁清晰，工
程性强，突出了设计与制作电子设计竞赛作品的基本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综合分析、开发创新、竞赛
设计与制作的能力。
本书还可以作为参加各类电子制作、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的教学参考书，以及电子工程技术人员进行
电子电路设计与制作的参考书。
全书共分7章，第1章为电子设计竞赛的组织与培训，介绍了电子设计竞赛章程、命题原则和要求，以
及赛题类型、赛前培训的整体安排、理论课程培训、制作技能培训、系统设计与制作训练的基本要求
、赛前赛题分析、元器件准备等方法，还包括竞赛过程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第2章为往届赛题分析与方案设计训练，介绍了电子设计竞赛系统设计基础，以及电源类赛题、信号
源类赛题、无线电类赛题、放大器类赛题、仪器仪表类赛题、数据采集与处理类赛题和控制类赛题的
分析与设计方案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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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针对新形势下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的特点和需要，为高等院校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
自动化及电气控制类专业学生编写的培训教材。
全书共分7章，内容包括：电子设计竞赛的组织与培训，往届赛题分析与方案设计训练，微控制器选
型与最小系统制作训练，微控制器外围电路设计与制作训练，主要单元电路设计与制作训练，传感器
电路设计与制作训练，电子设计竞赛设计总结报告写作训练。
 本书内容丰富实用，叙述简洁清晰，工程性强，可以作为高等院校电子信息、通信工程、自动化及电
气控制类等专业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的培训教材，也可以作为参加各类电子制作、课程
设计和毕业设计的教学参考书，以及电子工程技术人员进行电子产品和电路设计与制作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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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采用高级语言描述，具有系统级仿真和综合能力是EDA技术的基本特征。
与这些基本特征有关的几个概念是：（1）并行工程和“自顶向下”设计方法并行工程是一种系统化
、集成化、并行的产品及相关过程的开发模式（相关过程主要指制造和维护）。
这一模式使开发者从一开始就要考虑到产品生存周期的质量、成本、开发时间及用户的需求等诸多方
面的因素。
“自顶向下”的设计方法从系统级设计人手，在顶层进行功能方框图的划分和结构设计；在方框图一
级进行仿真和纠错，并用硬件描述语言对高层次的系统行为进行描述；在功能一级进行验证，然后用
逻辑综合优化工具生成具体的门级逻辑电路的网表，其对应的物理实现级可以是印刷电路板或专用集
成电路。
“自顶向下”设计方法有利于在早期发现产品结构设计中的错误，提高设计的一次成功率，在EDA技
术中得到广泛采用。
（2）硬件描述语言用硬件描述语言（HDL）进行电路与系统的设计是当前EDA技术的一个重要特征
。
硬件描述语言突出优点是：语言的公开可利用性，设计与工艺的无关性，宽范围的描述能力，便于组
织大规模系统的设计，便于设计的复用和继承等。
与原理图输入设计方法相比较，硬件描述语言更适合规模日益增大的电子系统。
硬件描述语言使得设计者可以在比较抽象的层次上描述设计的结构和内部特征，是进行逻辑综合优化
的重要工具。
目前，最常用的IEEE标准硬件描述语言有VHDL和Verilog HDL。
（3）逻辑综合与优化逻辑综合功能将高层次的系统行为设计自动翻译成门级逻辑的电路描述，做到
了设计与工艺的独立。
优化则是对于上述综合生成的电路网表，根据布尔方程功能等效的原则，用更小、更快的综合结果替
代一些复杂的逻辑电路单元，根据指定的目标库映射成新的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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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训练教程(修订版)》是新编电气与电子信息类本科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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