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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复旦大学电子信息教学实验中心主任俞承芳教授约我为该中心编写的系列实验教材作序，我欣然
同意，原因是我从切身经历中体会到实验课程的重要。
　　1956年，我考进复旦大学物理系。
大学课程与中学课程最为不同的要算普通物理实验课了，它最难学。
难在要自学实验讲义，要写预习报告，要做实验，要写实验报告。
每个环节以前都未学过，实验老师对我们的要求又特别严格，我们要花费很多时间去学实验课。
也就是这个实验课，使我感到收获最大，受用一生。
它培养了我的自学能力、动手能力和严谨的科学态度。
当年我们的系主任王福山教授十分重视实验教学。
他是理论物理出身，曾与大名鼎鼎的理论物理学家海森伯（wemer Karl}teisenberg，于1932年获诺贝尔
物理学奖）共事过。
1956年党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可惜不久就被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声所淹没。
即使在“左”占统治地位的年代里，也是在说重实践，要动手。
众所周知物质第一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科学实验是人们认识自然、建设社会、创造财富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电子信息实验课在当前日新月
异的电子科学与技术教学中更占重要地位。
历年来，实验教学一直是复旦大学教学方面的一个强项，一个特色。
　　为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人才，适应电子信息技术飞跃发展对学生知识结构和能力的要求，
复旦大学电子信息教学实验中心的教师积极开展实验教学研究，改革和整合实验课程及其教学内容。
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心开设了以EDA软件教学为主的《模拟与数字电路基础实验》，以硬件电路设计
为主的《模拟与数字电路实验》、《微机原理与接口实验》，以系统设计能力培养为主的《电子系统
设计》和以新的电子技术应用为主的《近代无线电实验》等实验课程。
这些实验在基础实验阶段要求学生能了解问题，在电路设计阶段要求学生能发现问题，在系统设计阶
段要求学生能提出和解决问题。
从基础知识的掌握到电路设计的训练，从电子新技术的应用到系统设计能力的培养，对学生业务能力
的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总结教学改革经验的基础上，该实验中心编写了一系列的实验教材，这套教材既保持了实验课
程自身的体系与特色，又与相应的理论课程相衔接。
在教材内容上，这套教材取材新颖，知识面宽，既将EDA融合在实验教学中，又强调了硬件电路和系
统的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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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电子系统设计的角度讲述了电子系统的设计方法，以及构成电子系统的各种电路，其目的在于
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的电子系统设计能力和创新能力。
   本书共分八章，讲述了电子系统设计概论，传感器技术和模拟电路系统，基于可编程逻辑器件的数
字系统设计，基于VHDL的数字电路描述，微处理器系统的接口电路，微处理器的系统结构，虚拟仪
器，最后列举了一些应用系统的实用案例。
   本书取材新颖，内容翔实，可作为高等院校电子信息类高年级学生的教科书，也可供本科生和其他
相关学科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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