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理图的设计和⻛格 设计不仅是给⾃⼰看的….



系统框图 系统原理图



原理图设计流程

①创建⼯程和⽂件

②设置图纸⼤⼩： 根据图纸的复杂程度、各元器件的原理图库，⼀般A4⽐较合适，⼀个设计可以采⽤多⻚

③设置⽂件环境：格点⼤⼩、格点属性、光标属性、电⽓格点属性、图纸颜⾊等

④加载元器件符号库：如果有已经构建好的符号，则直接加载来⽤，如果没有的话需要依照数据⼿册进⾏构建

⑤放置元器件： 合理化、按照信号流程、可以翻转、旋转放置，⽅便连线、清晰理解

⑥原理图连线： 减少交叉，尽量少⽤最好是不⽤⽂字的Net进⾏标记

⑦调整修改原理图： ⽹标有没有重复、错误的连接、虚连接

⑧ERC检查（电⽓规则检查）：电⽓连接上的错误

⑨报表输出： 产⽣⽤于布局布线的Netlist、⽤于采购元器件的BOM清单

⑩⽂件输出：保存、备份、导出到PDF或其它格式、打印





可读性：⽅便阅读、理解并能够正确使⽤，减少由于误理解导致的设计错误

• 给⼈阅读 - 从逻辑上理解电
路的构成、⼯作原理 

• 给机器阅读 - 产⽣⽹表、⽤
于后期的布线 

• 跟物理上的板卡没有直接对
应关系



图纸⼤⼩的选⽤

• 根据电路的复杂程度选择A4、A3，便于打印、阅
读


• 可以分成多⻚，每个⻚⾯为独⽴的功能 - 处理
器、电源、存储、⽹络接⼝、视频等等


• 设定合适⼤⼩的Grid - 与原理图符号的Grid同步



项⽬相关信息的标注

• 单位
• 绘图⼈
• 版本号
• 时间



信号流 - “左、上” 到 “右、下”

• 符合⾃然阅读习惯
• 先放置核⼼器件



关键信号放置测试点，关键器件关键信息加以说明
• 标号、值（comment）

• 重要的属性 - 耐压、精准度、功率等

• 在PCB设计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地⽅进⾏标注

• 不宜放置太多不必要的信息，导致阅读困难

测试点 - TP



信号的连接

• 尽可能不⽤net


• 尽可能不要⽤区块来强硬割裂


• 直观、符合⼈的阅读直觉



其它要点

• 容限⼤的电阻、电容值／封装尽可能统⼀，以降低总体成本

• 靠近某些管脚的关键器件（去耦电容、匹配电阻）需要在电路图上体现并尽可能

⽤⽂本标注

• 字体、字号、排放位置要统⼀，保证较强的可阅读性



多⻚层级设计

• 每个EDA软件的使⽤⽅法不同


• 确保⻚⾯之间的连接规范、对应


• 可以通过功能进⾏划分：


①模拟


②数字


③电源


④时钟


• 通过ERC进⾏检查


• 通过打印进⾏检查



规范、易读、⻛格



万⽆⼀失 - ERC及基于netlist的检查

• ERC反复检查，不放过任何⼀个Warning，修正空悬管脚以及连接错误的连线

• netlist联系原理图和PCB之间的桥梁，是抽象的元器件之间的连接关系 - 元器件

的封装、个数、引脚之间的连接关系

• 打印对⽐ - netlist同原理图中的每⼀个连接⼀⼀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