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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教程：基于TI器件设计方法》（作者黄根春、周立青、张望先）从电子
设计竞赛培训的实际情况出发，详细介绍电子设计竞赛培训的典型案例，分电源类、控制类、通信类
、仪器仪表类四大类，对历年的电子设计竞赛真题进行深入剖析，主要以TI公司的器件为基础，给出
详细的设计方案、典型电路、关键算法及测试方法，设计实例均附有完整的电路结构和具体参数，凝
结了武汉大学电子设计竞赛教练组十余年的培训经验，所有方案和电路均经过实验验证并制作成实物
，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教程：基于TI器件设计方法》可作为电子设计竞赛培训参考书，也可作
为电子信息与电气学科各专业学生的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的参考书，同时也可作为电子电气工程师的
设计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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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设计指标           4.3.4.2  系统设计及方案确定         4.3.4.3  理论分析与计算         4.3.4.4  系统实现          
4.3.4.5  小结         4.3.5  单路语音处理与传输系统设计         4.3.5.1  系统设计指标           4.3.5.2  系统设计及方
案确定           4.3.5.3  理论分析          4.3.5.4  系统实现         4.3.5.5  小结    第5章  仪器仪表类  5.1  滤波器     
5.1.1  有源滤波器的电路分析与实现       5.1.1.1  低通滤波器         5.1.1.2  高通滤波器的设计         5.1.1.3  带通
滤波器         5.1.1.4  带阻滤波器         5.1.1.5  双T网络的设计及其应用       5.1.1.6  小结        5.1.2  无源滤波器
的电路分析与实现        5.1.2.1  低通滤波器         5.1.2.2  高通滤波器         5.1.2.3  带通滤波器       5.1.2.4  小结   
    5.1.3  结语      5.2  常用比较器        5.2.1  比较器的选择和使用      5.2.2  低频比较器——LM311        5.2.3  双
路低频比较器TLC372        5.2.4  高频比较器TL3016、TL3116        5.2.5  小结      5.3  功率放大器        5.3.1  功
率放大器的工作状态         5.3.1.1  甲类功率放大器         5.3.1.2  乙类功率放大器——互补推挽输出      
5.3.1.3  甲乙类功率放大器——准互补推挽输出      5.3.2  集成运放THS3091实现功率放大      5.3.3  集成功
率放大器TPA2000DX实现音频功率放大        5.3.4  小结    5.4  常用A/D转换芯片        5.4.1  A/D转换器的选
择和使用      5.4.2  高精度A/D转换器——ADS1286    5.4.3  高精度A/D转换器——ADS8505    5.4.4  高
速A/D转换器——ADS803/ADS805      5.5  常用D/A转换芯片         5.5.1  D/A转换器的分类和应用        5.5.2  
高精度D/A转换芯片——TLV5616     5.5.3  高精度D/A转换芯片——TLV5618        5.5.4  高速D/A转换器—
—DAC90X      5.6  相位测量        5.6.1  移相信源的实现       5.6.1.1  直接数字频率合成（DDS）技术实现移
相信源      5.6.1.2  移相网络实现移相信源        5.6.2  相位测量         5.6.2.1  相位-电压转换法         5.6.2.2  计数
法       5.6.2.3  DFT相位测量    5.7  频率测量        5.7.1  频率测量的常用方式         5.7.1.1  直接测频法       
5.7.1.2  测周法        5.7.1.3  等精度测频法（相关计数测频法）       5.7.2  提高频率测量精度         5.7.2.1  比较
器输出影响前级信号的解决方法         5.7.2.2  提高测频精度的方法        5.8  峰值、有效值测量的模拟实现 
      5.8.1  模拟峰值检波电路        5.8.2  模拟有效值检波        5.8.3  数字峰值测量         5.8.3.1  频谱搬移理论分
析       5.8.3.2  双频峰值检波性能论证       5.8.3.3  几种峰值检波电路的比较       5.8.3.4  双频数字峰值检波的
灵活变换与改进     5.8.4  数字有效值测量        5.8.5  峰值、有效值测量小结    5.9  压缩编码        5.9.1  无损
压缩        5.9.2  有损压缩        5.9.3  自适应差分脉冲编码调制（ADPCM）    5.10  频谱分析          5.10.1  频谱
分析的常用方法        5.10.2   基于FFT的音频信号分析仪（2007年全国赛A题）       5.10.2.1  方案论证与比
较         5.10.2.2  系统总体框图         5.10.2.3  理论分析与计算       5.10.2.4  功能电路分析         5.10.2.5  系统软
件设计         5.10.2.6  总结      5.10.3  基于扫频外差法的简易频谱分析仪（2005年全国赛C题）        5.10.3.1  
方案论证与选择         5.10.3.2  系统总体框图         5.10.3.3  系统重要模块的理论分析与实际设计        
5.10.3.4  软件设计        5.10.3.5  结果分析         5.10.3.6  附录     5.11  自动增益控制电路         5.11.1  场效应管
和运放实现      5.11.2  CPU控制实现        5.11.3  VGA芯片（AD603）实现    5.12  程控放大电路        5.12.1 
VGA芯片（AD603）实现        5.12.2  乘法器AD835实现       5.12.3  VCA芯片（VCA822）实现       5.12.4 
PGA芯片（THS7001、THS7002）实现       5.13  集成运算放大器的使用        5.13.1  运算放大器的结构分析
    5.13.2  精密型集成运算放大器      5.13.3  宽带集成运算放大器      5.13.4  AD620的使用及其性能分析   参
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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