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航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2014～2015 学年第 2 学期实验课安排 

 

一、简介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研究生实验课分为两类，分别为“通信与信息技术综合实验”和“通信与信息技术开放实验”（研究生专业教学

实验）。所有实验的实验项目和学时如表 1 所示。 

（一）通信与信息技术综合实验(研究生公共教学实验) 

“通信与信息技术综合实验”面向全校研究生开放，共设六个平台（无线通信平台、信号与信息处理平台、嵌入式系统平台、电

波传播平台、电磁兼容平台、光通讯与光电信息技术平台），每个平台开设 6 个学时的实验，共开设 36 个学时的实验，电子信息工程

学院的研究生必选，完成全部实验后可取得 2 个学分；其它院系的研究生选修，完成全部 36 学时实验后可取得 2 个学分。 

（二）通信与信息技术开放实验（研究生专业教学实验）。 

为了提高研究生的创新能力，真正实现“研究生开放实验”的开放性和创新性目标要求，从 2014 级研究生开始“通信与信息技术

开放实验”将实行完成一个案例设计的形式，研究生结合导师的科研项目单独或 25 人一组完成一个模块设计，或者完成系统软件设

计，在一年时间内完成，第二学期末（2015 年 6 月）提交硬件/软件产品和测试结果报告（硬件、软件将保留在实验中心以作为评定成

绩的依据）。最后通过答辩评定成绩，成绩合格后可取得 1个学分。本实验暂不对其它学院开放。 

再次提醒“通信与信息技术开放实验”案例设计提交的截止时间为 2015 年 6 月 30号，过期不候。 

 

 



二、时间安排 

2015年春，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实验中心开设“通信与信息技术综合实验”中的 DSP 实验、嵌入式系统实验、光通讯与光电信息技

术三个平台的实验。无线通信实验、电波传播与天线实验、电磁兼容实验已在上学期开设。“通信与信息技术开放实验”案例设计结果

请于 2015年 6月 30日前提交。 

具体时间安排如下： 

 

（一）DSP 实验室 

 

周次 11～16 周，5 月 18～6 月 26 日 

星期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四 

时间 下午 14:00～18:00 

内容 实时并行数字信号处理综合性实验 

 

（二）嵌入式系统实验室 

 

周次 11～16 周，5 月 18～6 月 26 日 

星期 星期二；星期三；星期五 

时间 下午 14:00～18:00 

内容 Linux 操作系统移植实验 

面向嵌入系统的 C 程序设计、编译、链接和调试 

 

（三）光通讯与光电信息技术实验室 

 

周次 11～16 周，5 月 18～6 月 26 日 

星期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 

时间 下午 14:00～18:00 

内容 软件仿真分析和设计实验部分 

 

 



三、做实验注意事项 

（一）进入实验室做实验的学生必须在网上预约，由于每个平台每次实验学生数限制为 20人，所以请同学门提前预约。 

预约方法：进入网页 http://www.ee.buaa.edu.cn/eelab_prototype/，登录用户名及密码均为学生学号，英文字母大写。预约时

间：从第 10 周开始（5 月 11 号开始）。非电子信息工程学院的研究生暂不能在网上预约，请直接到 F414 找哈聪颖老师预约。 

（二）所有做实验的学生必须带实验教材《电子信息技术综合实验原理与方法》（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可在出版社、书店或

教材科购买）和实验指导书《通信与信息技术公共实验中心》，否则不允许进入实验室做实验。 

（三）在做实验之前需要进行 30分钟关于实验内容的考试（考试内容在实验教材中），成绩合格后才允许做实验。 

（四）完成实验后，需要填写“实验总结报告”，再交回实验室，才能计入成绩，不交实验报告的取消成绩，重做实验。 

（五）实验地点：DSP 实验室：F406；嵌入式系统实验室：F404；光通讯与光电信息技术实验室：F529。各个平台实验联系教师：

DSP 实验：康骊老师；嵌入式系统实验：宜娜老师；光通讯与光电信息技术实验：李昕老师。教师办公室电话：82314832。教师办公

室：F414/F415；联系老师：哈聪颖；联系电话：82314832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实验中心 

2015 年 05 月 07 日 

 

 



附表 1：“通信与信息技术综合实验”、“通信与信息技术开放实验”实验项目 

 

实验编号 实验名称 包含的实验项目 学时分配 总学时 说明 

001703 

 

通信与信息技术综

合实验 

（二系的研究生必

选，其它院系研究生

选修） 

无线通信实验 
移动通信终端实验 

微波无线通信传输实验 

6 36 二系的研究生必

选“通信与信息技

术综合实验”，完

成全部 36 学时的

实验后可取得 2

学分；其它系的研

究生选修“通信与

信息技术综合实

验”，完成全部 36

学时实验后可取

得 2 学分。 

信号与信息处理实验 实时并行数字信号处理综合性实验 6 

嵌入式系统实验 

Linux 操作系统移植实验 6 

面向嵌入系统的 C 程序设计、编译、链接

和调试 

电波传播与天线实验 

极化、迈克尔逊干涉和布拉格衍射 6 

线极化波、圆极化波的产生/检测 

圆极化波反射/折射 

电磁兼容实验 

电磁屏蔽效能检测实验 6 

传导及辐射型干扰诊断实验 

传导及辐射敏感度检测实验 

印刷电路板信号完整性检测实验 

光通讯与光电信息技术

实验 
软件仿真分析和设计实验部分 

6 

021701 通信与信息技术开

放实验（研究生专业

教学实验） 

（二系的研究生必

选，其它院系研究生

不得选择） 

单独或 25 人完成一个模块设计或系统软件设计，最终提交模块硬

件或系统程序，通过答辩评定成绩。 

18/人 18人数 只对二系研究生

开放，完成模块设

计并通过答辩后，

可取得 1 个学分。 

 



附表 2 可选择的开放实验模块设计题目 

序号 题目 实验内容 

1 电源完整性 EBG 结构设计实验 设计一个简易 EBG 结构，要求其抑制带宽为：0.8MHz-5GHz，抑制深度

为：-30dB，并利用矢网测量其 S21 参数，验证设计的正确性。 

2 移动通信网络覆盖测试实验 选择一片区域使用测试终端对该区域的移动通信网络的信号强度进行采

集，并绘制出信号强度分布图。 

3 微波扫频源结构设计实验 设计一个微波扫频源，输出频率为：10GHz-12GHz，输出幅度>0dBm，

并利用频谱仪测量其参数，验证设计的正确性。 

4 基于 FGPA 最小系统的信号输入处理及输出电路 1、 FPGA 构成最小系统的方案和设计； 

2、 采用 12 位串行 AD 转换器 AD7476 将输入模拟信号采样，并送入

FPGA； 

3、 从 FPGA 输出的数字信号送出到 12 位串行 DA 转换器 AD5621 生成

模拟电路； 

4、扩展设计：完成上述设计后，将多个频率的信号送入 AD 转换器，

在 FPGA 中再设计一个滤波器，滤波后的输出经 DA 转换，从波形

就可以观测滤波器设计是否满足要求。 

5 基于 USB 的通用无线传输接口设计 1、 USB 传输协议； 

2、 USB 接口芯片； 

3、 单片机和 USB 接口芯片的链接和控制； 

4、 nRF2401 单片射频收发器； 

5、单片机+USB 接口芯片+ nRF2401 单片射频收发器的无线串行数据双

向传输。 

6 激光测速仪 1、 激光多普勒原理及测速仪结构及设计； 

2、 激光器以及驱动电路的设计与实现； 

3、 激光探测器及后续电路的设计与实现； 

4、RS232、RS422 及 RS485 等与上位机相连传递测量信息的驱动软件及

电路。 

7 实用可调限流稳压电源 1、 了解并设计出稳压范围为 0~24V， 电流 0.002~3A 的稳压电源； 

2、基于某种单片机实现程控输出电流可限，且限流值可调的稳压电源。 

8 数字基带信号的传输码型发生器设计 一、 基于 VHDL 语言描述系统的功能将输入的二进制数据分别转换



为：1、交替极性码（AMI）；2、双极性归零码（SRN）3、单极性归

零码（DRZ）；4、单极性非归零码（NRZ）；5、曼彻斯特码（FXM）；

6、差分码（CFM）；7、编码信号反转码（CMI）等基带信号。 

二、 在 quartus 2 环境中编译、仿真发生器波形。 

9 自由空间激光语音通信系统设计 1、激光语音通信系统结构及设计； 

2、激光器、调制器以及驱动电路的设计与实现； 

3、激光探测器及后续电路的设计与实现； 

4、电信号放大、解调电路的设计与实现。 

10 微波上变频器模块设计 参数如下： 

中频频率：20MHz；本振频率：2190MHz 

11 微波带通滤波器模块设计 参数如下： 

f：2000MHz—2020MHz；ATT@2190MHz35dB，IL6dB 

12 微波功率放大器模块设计 参数如下： 

工作频率：1900MHz—2020MHz；增益：18dB 

13 微波功率分配器模块设计 参数如下： 

f：2000MHz—2020MHz； IL3.5dB，Isolation 23dB 

14 微波定向耦合器模块设计 参数如下： 

f：2000MHz—2020MHz；Coupling=201dB，IL0.5dB，Directivity20dB 

15 微波功率衰减器模块设计 参数如下： 

f：2000MHz—2020MHz；ATT=4dB0.3dB，VSWR1.2，TYPE：T， 

16 微波阻抗匹配器模块设计（50->75） 参数如下： 

f：2000MHz—2020MHz；TYPE：T， 

17 微波下变频器模块设计 参数如下： 

中频频率：20MHz；本振频率：2190MHz 

18 微带天线模块设计 参数如下： 

f：2000MHz—2020MHz；增益>5dB；输入阻抗：50 

19   

20   

 

 



附表 3 研究生开放性实验案例设计样品 

 

实验项目 电源完整性 EBG 结构设计实验 

实验目的 掌握 EBG 抑制电磁波的原理 

实验内容 设计一个简易 EBG 结构，要求其抑制带宽为：0.8MHz-5GHz，抑制深度为：-30dB，并利用矢网测量其

S21 参数，验证设计的正确性。 

预期实验结果 

 

图 1 EBG 结构实物图 

 

图 2 S21 测试结果 

 

实验创新性说明 让学生掌握通过色散图设计 EBG 单元胞的方法，掌握结构尺寸、带隙大小、介质参数、桥臂参数对 EBG

抑制带宽、抑制深度的影响机理，了解 EBG 应用于电源分配网络的原理和前景。 



测试所需设备/地点 矢量网络分析仪/实验中心 

案例提交材料 1. 硬件产品 

2. 案例设计报告 

3. 答辩 ppt 

案例设计课题组/设计人 实验中心/阎照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