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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 PCB 布线实践指南 
作者：John Ardizzoni 

虽然印制电路板（PCB）布线在高速电路中具有关键的作用，

但它往往是电路设计过程的最后几个步骤之一。高速 PCB 布线

有很多方面的问题，关于这个题目已有人撰写了大量的文献。

本文主要从实践的角度来探讨高速电路的布线问题。主要目的

在于帮助新用户当设计高速电路 PCB 布线时对需要考虑的多

种不同问题引起注意。另一个目的是为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接触

PCB 布线的客户提供一种复习资料。由于版面有限，本文不可

能详细地论述所有的问题，但是我们将讨论对提高电路性能、

缩短设计时间、节省修改时间具有最大成效的关键部分。 

虽然这里主要针对与高速运算放大器有关的电路，但是这里所

讨论的问题和方法对用于大多数其它高速模拟电路的布线是

普遍适用的。当运算放大器工作在很高的射频（RF）频段时，

电路的性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PCB 布线。“图纸”上看起来很

好的高性能电路设计，如果由于布线时粗心马虎受到影响，最

后只能得到普通的性能。在整个布线过程中预先考虑并注意重

要的细节会有助于确保预期的电路性能。 

原理图 

尽管优良的原理图不能保证好的布线，但是好的布线开始于优

良的原理图。在绘制原理图时要深思熟虑，并且必须考虑整个

电路的信号流向。如果在原理图中从左到右具有正常稳定的信

号流，那么在 PCB 上也应具有同样好的信号流。在原理图上尽

可能多给出有用的信息。因为有时候电路设计工程师不在，客

户会要求我们帮助解决电路的问题，从事此工作的设计师、技

术员和工程师都会非常感激，也包括我们。 

除了普通的参考标识符、功耗和误差容限外，原理图中还应该

给出哪些信息呢？下面给出一些建议，可以将普通的原理图变

成一流的原理图。加入波形、有关外壳的机械信息、印制线长

度、空白区；标明哪些元件需要置于 PCB 上面；给出调整信息、

元件取值范围、散热信息、控制阻抗印制线、注释、扼要的电

路动作描述……(以及其它)。 

谁都别信 

如果不是你自己设计布线，一定要留出充裕的时间仔细检查布

线人的设计。在这点上很小的预防抵得上一百倍的补救。不要

指望布线的人能理解你的想法。在布线设计过程的初期你的意

见和指导是最重要的。你能提供的信息越多，并且整个布线过

程中你介入的越多，结果得到的 PCB 就会越好。给布线设计工

程师设置一个暂定的完成点——按照你想要的布线进展报告

快速检查。这种“闭合环路”方法可以防止布线误入歧途，从

而将返工的可能性降至最低。 

需要给布线工程师的指示包括：电路功能的简短描述，标明输

入和输出位置的 PCB 略图，PCB 层叠信息（例如，板子有多 

厚，有多少层，各信号层和接地平面的详细信息——功耗、地

模拟信号、数字信号和 RF 信号）；各层需要那些信号；要求重

要元件的放置位置；旁路元件的确切位置；哪些印制线很重要；

哪些线路需要控制阻抗印制线；哪些线路需要匹配长度；元件

的尺寸；哪些印制线需要彼此远离（或靠近）；哪些线路需要

彼此远离（或靠近）；哪些元器件需要彼此远离（或靠近）；哪

些元器件要放在 PCB 的上面，哪些放在下面。永远不要抱怨需

要给别人的信息太多——太少吗？是；太多吗？不。 

一条学习经验：大约 10 年前，我设计一块多层的表面贴电路

板——板子的两面都有元件。用很多螺钉将板子固定在一个镀

金的铝制外壳中（因为有很严格的防震指标）。提供偏置馈通

的引脚穿过板子。该引脚是通过焊接线连接到 PCB 上的。这是

一个很复杂的装置。板子上的一些元件是用于测试设定（SAT）
的。但是我已经明确规定了这些元件的位置。你能猜出这些元

件都安装在什么地方吗？对了，在板子的下面。当产品工程师

和技术员不得不将整个装置拆开，完成设定后再将它们重新组

装的时候，显得很不高兴。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犯过这种错误

了。 

位置 

正像在 PCB 中，位置决定一切。将一个电路放在 PCB 上的什

么位置，将其具体的电路元件安装在什么位置，以及其相邻的

其它电路是什么，这一切都非常重要。 

通常，输入、输出和电源的位置是预先确定好的，但是它们之

间的电路就需要“发挥各自的创造性”了。这就是为什么注意

布线细节将产生巨大回报的原因。从关键元件的位置入手，根

据具体电路和整个 PCB 来考虑。从一开始就规定关键元件的位

置以及信号的路径有助于确保设计达到预期的工作目标。一次

就得到正确的设计可以降低成本和压力——也就缩短了开发

周期。 

旁路电源 

在放大器的电源端旁路电源以便降低噪声是 PCB 设计过程中

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包括对高速运算放大器还是其它的高

速电路。旁路高速运算放大器有两种常用的配置方法。 

电源端接地：这种方法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最有效的，采用多

个并联电容器将运算放大器的电源引脚直接接地。一般说来两

个并联电容就足够了——但是增加并联电容器可能给某些电

路带来益处。 

并联不同的电容值的电容器有助于确保电源引脚在很宽的频

带上只能看到很低的交流（AC）阻抗。这对于在运算放大器电

源抑制比（PSR）衰减频率处尤其重要。该电容器有助于补偿

放大器降低的 PSR。在许多十倍频程范围内保持低阻抗的接地

通路将有助于确保有害的噪声不能进入运算放大器。图 1 示出

了采用多个并联电容器的优点。在低频段，大的电容器提供低

阻抗的接地通路。但是一旦频率达到了它们自身的谐振频率，

电容器的容性就会减弱，并且逐渐呈现出感性。这就是为什么

 



 器的负载端以便减小电源端和接地端之间的干扰。图 2 示出了

这种连接方法。 

对于次大电容值的电容器应该重复这个过程。最好从 0.01 µF
最小电容值开始放置，并且靠近放置一个 2.2 µF（或大一点儿）

的具有低等效串联电阻（ESR）的电解电容器。采用 0508 外壳

尺寸的0.01 µF电容器具有很低的串联电感和优良的高频性能。

电源端到电源端：另外一种配置方法采用一个或多个旁路电容

跨接在运算放大器的正电源端和负电源端之间。当在电路中配

置四个电容器很困难的情况下通常采用这种方法。它的缺点是

电容器的外壳尺寸可能增大，因为电容器两端的电压是单电源

旁路方法中电压值的两倍。增大电压就需要提高器件的额定击

穿电压，也就是要增大外壳尺寸。但是，这种方法可以改进 PSR
和失真性能。 

因为每种电路和布线都是不同的，所以电容器的配置、数量和

电容值都要根据实际电路的要求而定。 

寄生效应 

所谓寄生效应就是那些溜进你的 PCB 并在电路中大施破坏、头

痛令人、原因不明的小故障（按照字面意思）。它们就是渗入

高速电路中隐藏的寄生电容和寄生电感。其中包括由封装引脚

和印制线过长形成的寄生电感；焊盘到地、焊盘到电源平面和

焊盘到印制线之间形成的寄生电容；通孔之间的相互影响，以

及许多其它可能的寄生效应。图 3（a）示出了一个典型的同相

运算放大器原理图。但是，如果考虑寄生效应的话，同样的电

路可能会变成图 3(b)那样。 

在高速电路中，很小的值就会影响电路的性能。有时候几十个

皮法（pF）的电容就足够了。相关实例：如果在反相输入端仅

有 1 pF 的附加寄生电容，它在频率域可以引起差不多 2 dB 的

尖脉冲（见图 4）。如果寄生电容足够大的话，它会引起电路的

不稳定和振荡。 

 
 
 
 
 
 
 
 
 
 
 图 1. 电容器的阻抗与频率的关系 
 
 
 
 
 
 
 
 

采用多个电容器是很重要的原因：当一个电容器的频率响应开

始下降时，另一个电容器的频率响应开始其作用，所以能在许

多十倍频程范围内保持很低的 AC 阻抗。 

直接从运算放大器的电源引脚入手；具有最小电容值和最小物

理尺寸的电容器应当与运算放大器置于 PCB 的同一面——而

且尽可能靠近放大器。电容器的接地端应该用最短的引脚或印

制线直接连至接地平面。上述的接地连接应该尽可能靠近放大

 
 
 
 
 
 
 
 

图 2. 旁路电源端和地的并联电容器 
 
 
 
 
 
 
 
 
 
 
 
 
 
 
 
 

图 3. 典型的运算放大器电路，（a）原设计图，（b）考虑寄生效应后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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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7. 有接地平面和没有接地平面的脉冲响应 图 4. 由寄生电容引起的附加尖脉冲 
 

通孔是另外一种寄生源；它们能引起寄生电感和寄生电容。公

式（3）是计算寄生电感的公式（参见图 8）。 
 
 
 

当寻找有问题的寄生源时，可能用得着几个计算上述那些寄生

电容尺寸的基本公式。公式（1）是计算平行极板电容器（见

图 5）的公式。 

                                                              
 

 
（3） 

（1） 
T 表示 PCB 的厚度，d 表示以 cm 为单位的通孔直径。

 
 
C 表示电容值，A 表示以 cm2为单位的极板面积，k 表示 PCB
材料的相对介电常数，d 表示以 cm 为单位的极板间距离。 

图 8. 通孔尺寸 

 
 
 
 
 

图 5. 两极板间的电容  
 
 
 
 

带状电感是另外一种需要考虑的寄生效应，它是由于印制线过

长或缺乏接地平面引起的。 

式（2）示出了计算印制线电感（Inductance）的公式。参见图 6。

                                              
 
 
 

 
（2） 

 

W 表示印制线宽度，L 表示印制线长度，H 表示印制线的厚度。

全部尺寸都以 mm 为单位。 

图 6. 印制线电感 

 
公式（4）示出了如何计算通孔（参见图 8）引起的寄生电容 

 
 （4） 

 εr 表示 PCB 材料的相对磁导率。T 表示 PCB 的厚度。D1 表示

环绕通孔的焊盘直径。D2 表示接地平面中隔离孔的直径。所

有尺寸均以 cm 为单位。在一块 0.157 cm 厚的 PCB 上一个通孔

就可以增加 1.2 nH 的寄生电感和 0.5 pF 的寄生电容；这就是为

什么在给 PCB 布线时一定要时刻保持戒备的原因，要将寄生效

应的影响降至最小。 

 
 
 
 
 

图 7 中的振荡示出了高速运算放大器同相输入端长度为 2.54 
cm 的印制线的影响。其等效寄生电感为 29 nH（10－9H），足以

造成持续的低压振荡，会持续到整个瞬态响应周期。图 7 还示

出了如何利用接地平面来减小寄生电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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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平面 

实际上需要讨论的内容远不止本文提到的这些，但是我们会重

点突出一些关键特性并鼓励读者进一步探讨这个题。本文的最

后列出有关的参考文献。 

接地平面起到公共基准电压的作用，提供屏蔽，能够散热和减

小寄生电感（但它也会增加寄生电容）的功能。虽然使用接地

平面有许多好处，但是在实现时也必须小心，因为它对能够做

的和不能够做的都有一些限制。 

理想情况下，PCB 有一层应该专门用作接地平面。这样当整个

平面不被破坏时才会产生最好的结果。千万不要挪用此专用层

中接地平面的区域用于连接其它信号。由于接地平面可以消除

导体和接地平面之间的磁场，所以可以减小印制线电感。如果

破坏接地平面的某个区域，会给接地平面上面或下面的印制线

引入意想不到的寄生电感。 

因为接地平面通常具有很大的表面积和横截面积，所以使接地

平面的电阻保持最小值。在低频段，电流会选择电阻最小的路

径，但是在高频段，电流会选择阻抗最小的路径。 

然而也有例外，有时候小的接地平面会更好。如果将接地平面

从输入或者输出焊盘下挪开，高速运算放大器会更好地工作。

因为在输入端的接地平面引入的寄生电容，增加了运算放大器

的输入电容，减小了相位裕量，从而造成不稳定性。正如在寄

生效应一节的讨论中所看到的，运算放大器输入端 1 pF 的电容

能引起很明显的尖脉冲。输出端的容性负载——包括寄生的容

性负载——造成了反馈环路中的极点。这会降低相位裕量并造

成电路变得不稳定。 

如果有可能的话，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包括各自的地和接

地平面——应该分开。快速的上升沿会造成电流毛刺流入接地

平面。这些快速的电流毛刺引起的噪声会破坏模拟性能。模拟

地和数字地（以及电源）应该被连接到一个共用的接地点以便

降低循环流动的数字和模拟接地电流和噪声。 

在高频段，必须考虑一种称为“趋肤效应”的现象。趋肤效应

会引起电流流向导线的外表面——结果会使得导线的横截面

变窄，因此使直流（DC）电阻增大。虽然趋肤效应超出了本文

讨论的范围，这里还是给出铜线中趋肤深度(Skin Depth)的一个

很好的近似公式（以 cm 为单位）： 

大器之间的布线区别。每种封装都有它自身的一些问题。重点

看（a），仔细观察反馈路径就发现有多种方法连接反馈。最重

要的是保证印制线长度最短。反馈路径中的寄生电感会引起振

铃和过冲。在图 9（a）和 9（b）中，环绕放大器连接反馈路径。

图 9（c）示出了另外一种方法——在 SOIC 封装下面连接反馈

路径——这样就减小了反馈路径的长度。每种方法都有细微的

差别。第一种方法会导致印制线过长，会增大串联电感。第二

种方法采用了通孔，会引起寄生电容和寄生电感。在给 PCB 布

线时必须要考虑这些寄生效应的影响及其隐含的问题。SOT-23

布线差几乎是最理想的：反馈印制线长度最短，而且很少利用

通孔；负载和旁路电容从很短的路径返回到相同的地线连接；

正电源端的电容（图 9（b）中未示出）直接放在在 PCB 的背

面的负电源电容的下面。 

 
 
 

 
（5）

 
 
 
 
 
 
 

低灵敏度的电镀金属有助于减小趋肤效应。 

封装 

运算放大器通常采用不同的封装形式。所选的封装会影响放大

器的高频性能。主要的影响包括寄生效应（前面提到的）和信

号路径。这里我们集中讨论放大器的路径输入、输出和电源。

图 9 示出了采用 SOIC 封装（a）和 SOT-23 封装（b）的运算放

图 9. 同一运算放大器电路的布线区别。（a）SOIC 封装，

（b）SOT-23 封装，（c）在 PCB 下面采用 RF 的 SOIC 封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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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失真放大器的引脚排列：ADI公司提供的一些运算放大器（例

如 AD80451）采用了一种新的低失真引脚排列，有助于消除上

面提及的两个问题；而且它还提高了其它两个重要方面的性

能。LFCSP 的低失真引脚排列，如图 10 所示，将传统运算放

大器的引脚排列按着逆时针方向移动一个引脚并且增加了一

个输出引脚作为专用的反馈引脚。 

 
 
 
 
 
 
 图 10. 采用低失真引脚排列的运算放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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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失真引脚排列允许输出引脚（专用反馈引脚）和反相输入引

脚之间可以靠近连接，如图 11 所示。这样极大地简化和改善

了布线。 
图 12. AD8099 不同封装失真性能对比——相同的运算放

大器采用 SOIC 和 LFCSP 封装 

目前，ADI 公司提供采用新的低失真引脚排列三种高速运算放

大器：AD8045，AD8099 和 AD80003。 

布线和屏蔽 

PCB 上存在各种各样的模拟和数字信号，包括从高到低的电压

或电流，从 DC 到 GHz 频率范围。保证这些信号不相互干扰是

非常困难的。 

回顾前面“谁都别信”部分的建议，最关键的是预先思考并且

为了如何处理 PCB 上的信号制定出一个计划。重要的是注意哪

些信号是敏感信号并且确定必须采取何种措施来保证信号的

完整性。接地平面为电信号提供一个公共参考点，也可以用于

屏蔽。如果需要进行信号隔离，首先应该在信号印制线之间留

出物理距离。下面是一些值得借鉴的实践经验： 

 减小同一 PCB 中长并联线的长度和信号印制线间的接近

程度可以降低电感耦合。 

 减小相邻层的长印制线长度可以防止电容耦合。 

 需要高隔离度的信号印制线应该走不同的层而且——如果

它们无法完全隔离的话——应该走正交印制线，而且将接

地平面置于它们之间。正交布线可以将电容耦合减至最小，

而且地线会形成一种电屏蔽。在构成控制阻抗印制线时可

以采用这种方法。 

高频（RF）信号通常在控制阻抗印制线上流动。就是说，该印

制线保持一种特征阻抗，例如 50 Ω（RF 应用中的典型值）。 

 
图 11. AD8045 低失真运算放大器的 PCB 布线  

 
 
 
 
 
 
 
 
 
 
 

这种引脚排列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降低了二次谐波失真。传统运

算放大器的引脚配置中引起二次谐波失真的一个原因是同相

输入和负电源引脚之间的耦合作用。LFCSP 封装的低失真引脚

排列消除了这种耦合所以极大地降低了二次谐波失真；在有些

情况下最多可降低 14 dB。图 12 示出了 AD80992 采用 SOIC
封装和 LFCSP 封装失真性能的差别。 

这种封装还有一个好处——功耗低。LFCSP 封装有一个裸露的

焊盘，它降低了封装的热阻，从而能改善 θJA 值约 40%。因为

降低了热阻，所以降低了器件的工作温度，也就相当于提高可

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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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最常见的控制阻抗印制线，微带线 4 和带状线 5 都可以达

到类似的效果，但是实现的方法不同。 

http://www.microwaves101.com/encyclopedia/microstrip.cfm
http://www.microwaves101.com/encyclopedia/stripline.cfm
http://www.analog.com/zh/amplifiers-and-comparators/operational-amplifiers-op-amps/ad8000/products/product.html
http://www.analog.com/zh/amplifiers-and-comparators/operational-amplifiers-op-amps/ad8099/products/product.html
http://www.analog.com/zh/audiovideo-products/video-ampsbuffersfilters/ad8045/products/product.html


 
 
 

微带控制阻抗印制线，如图 13 所示，可以用在 PCB 的任意一

面；它直接采用其下面的接地平面作为其参考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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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保护环。（a）反相和同相工作。 
（b）SOT-23-5 封装 

图 13. 微带传输线。  

结论 

高水平的 PCB 布线对成功的运算放大器电路设计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对高速电路。一个好原理图是好的布线的基础；电路设

计工程师和布线设计工程师之间的紧密配合是根本，尤其是关

于器件和接线的位置问题。需要考虑的问题包括旁路电源，减

小寄生效应，采用接地平面，运算放大器封装的影响，以及布

线和屏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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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式（6）可以用于计算一块 FR4 板的特征阻抗 

 
 
  

 
（6）

 
 
 
 
 
 
 

H 表示从接地平面到信号印制线之间的距离，W 表示印制线宽

度，T 表示印制线厚度；全部尺寸均以密耳（mils）（10-3英寸）

为单位。εr表示 PCB 材料的介电常数。 

带状控制阻抗印制线（参见图 14）采用了两层接地平面，信号

印制线夹在其中。这种方法使用了较多的印制线，需要的 PCB
层数更多，对电介质厚度变化敏感，而且成本更高——所以通

常只用于要求严格的应用中。 

 
 
 
 
 
 
 
 
 

图 14. 带状控制阻抗印制线。 
 
 
用于带状线的特征阻抗计算公式如公式（7）所示 

 
 
 

。

 
（7）

 
 
 
 
 
 
 
 
 

保护环，或者说“隔离环”，是运算放大器常用的另一种屏蔽

方法，它用于防止寄生电流进入敏感结点。其基本原理很简单

——用一条保护导线将敏感结点完全包围起来，导线保持或者

迫使它保持（低阻抗）与敏感结点相同的电势，因此使吸收的

寄生电流远离了敏感结点。图 15（a）示出了用于运算放大器

反相配置和同相配置中的保护环的原理图。图 15（b）示出用

于 SOT-23-5 封装中两种保护环的典型布线方法。 

还有很多其它的屏蔽和布线方法。欲获得有关这个问题和上述

其它题目的更多信息，建议读者阅读下列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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