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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最基本的汽车电子硬件设计方法出发，例举了大量的注意点和实例数据；内容也很丰富，
除却硬件设计方面，还讲述了制造工艺、零件验证、汽车电子企业的内部流程和汽车电子行业发展方
向等内容。
从基于可靠性的硬件设计方法入手，涉及可靠性预测、降额方法、故障模式分析、最坏情况分析、故
障树分析、潜在路径分析和热分析的硬件评估与设计方法；对于硬件设计最为基础的元器件实际特性
进行细致的阐述，整理了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和场效应管的应用方法；对于汽车电子中的典
型电源电路、输入／输出处理电路和主控单元这几个部分，尝试进行正向设计和电路验证。
最后总结原理图和电路板设计要点，并结合电路板的可制造性得出了一些实践指南。
整本书主要是对实际工作中琐碎细致的内容进行针对性的追溯和归纳。

　　本书的读者对象为汽车电子方向的研发工程师、学生和相关的硬件工程师，所有对汽车电子感兴
趣的爱好者们，以及所有支持
yulzhu的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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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车用电子控制模块以微控制器为核心，包括各种电源电路、通信电路、输入处理电路和输出功率
电路几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随着车用电子模块越来越多，传输的数据量越来越大，汽车总线速率在不停地发展，电子模块开始转
向多系统集中的方向发展。
在控制模块中，MCu是汽车电子中的核心部件；但是随着要求的不断提高，在某些应用中，FPGA
和CPLD等逻辑处理器件也登上了汽车电子的舞台，由逻辑控制为主导的部件实现了模块功能的多样
性，整个模块的复杂度也在不断提高。
　　（4）执行器　　汽车里的执行器用来执行电子控制器发出的控制信号，对电子模块来说是负载
。
目前汽车用的执行器多为机电式类型，如电磁阀、压电元件、继电器和直流电机等，这些执行器大部
分在电气上具有很大的感性特点。
正是由于执行器基本都是由机械器件构成的，因此也就决定了电子控制模块具有机电一体的特性。
　　（5）指示和显示设备　　汽车中的指示和显示设备主要分为车灯和LCD屏幕两种，对于电子控
制模块而言也是负载。
以车灯而言，主要分为室外照明和室内照明。
室外照明有近光灯、远光灯、转向灯、雾灯、倒车灯和牌照灯等；室内照明有门灯、顶灯、点烟灯、
脚灯和手套灯等。
LCD屏幕主要用在汽车娱乐和导航系统中，部分的仪表盘现在也常选用LCD作为显示车速、发动机转
速、水温、油量和其他信息的装置。
　　（6）汽车线束　　汽车线束是连接电气系统的实体材料，是构成汽车电路网络的重要成员。
线束由电线、接插件和包裹胶带组成。
由于汽车安全性要求的特点，对汽车线束有简洁性和安全性的要求，往往采取柔性加强型的线束。
　　在大多数情况下，整车企业往往将以上的各个不同部分交给不同的供应商完成，并收集所有的信
息，汇总并整理成规范，由汽车电子的一级供应商来完成电子控制模块的系统设计和整合。
按照这种模式，汽车电子企业所涉及的开发对象遍布整个控制系统，但是提供的产品仅仅是电子控制
模块。
大多数情况下，与控制模块一起工作的如传感器、开关、执行器、线束、指示和显示设备都是由整车
企业来采购完成的。
从产品设计的角度来看，整个信息的获取和功能的确定都是由整车企业进行定义的。
当然，通常对于汽车电子有前装市场和后装^市场，这些定义是有区别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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