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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Cad 第 8 版介绍
KiCad 是一个开源的软件套件，用于创建电子电路原理图、印刷电路板（PCB）和相关的零件描述。KiCad 支持综合
设计工作流程，其中原理图和相应的 PCB 一起设计，也支持特殊用途的独立工作流程。KiCad 还包括一些帮助电路
和 PCB 设计的实用程序，包括用于确定电路结构电气特性的 PCB 计算器、用于检查制造文件的 Gerber 查看器、用
于可视化成品 PCB 的 3D 查看器以及用于检查电路行为的集成 SPICE 仿真器。

KiCad 可在所有主要的操作系统和广泛的计算机硬件上运行。它支持多达 32 个铜层的 PCB，适合创建各种复杂的设
计。KiCad 是由世界各地的软件和电气工程师组成的志愿者团队开发的，其使命是创建适合专业设计师的免费和开源
的电子设计软件。

KiCad 的最新文档可在 https://docs.kicad.org。本文件适用于 KiCad 8.0 版本。

下载和安装 KiCad
KiCad 可在许多操作系统上运行，包括微软 Windows、苹果 macOS 和许多主要的 Linux 发行版。

你可以在 https://www.kicad.org/download/ 找到最新的说明和下载链接。这些说明没有包括在本手册中，因为它
们可能随着操作系统更新的发布而改变。

IMPORTANT

根据 KiCad 稳定发布政策，KiCad 的稳定发布会定期进行。新的功能正在不断地被添加到开发
分支中。如果你想利用这些新功能，并通过测试它们来提供帮助，请下载你的平台的最新夜间
构建包。夜间构建可能会引入一些错误，如文件损坏、生成不良 Gerbers 等，但 KiCad 开发
团队的目标是在新功能开发期间尽可能保持开发分支的可用性。

支持
如果您有想法，评论或问题，或者您只是需要帮助：

这是 KiCad 官方用户论坛 是一个与其他 KiCad 用户联系并获得帮助的好地方。

加入我们在 Discord 或 IRC 的社区，与用户和开发者进行实时讨论。

查看 KiCad 网站，了解 KiCad 社区制作的 学习资源。

https://docs.kicad.org.xn--6kqsj023ddqbr56an00b/
https://www.kicad.org/download/
https://dev-docs.kicad.org/en/rules-guidelines/release-policy/
https://forum.kicad.info/
https://www.kicad.org/community/chat/
https://www.kicad.org/help/learning-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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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概念和工作流程
KiCad 的典型工作流程包括两个主要任务：绘制原理图和布局电路板。

原理图是电路的符号表示：使用了哪些元件，它们之间有哪些连接。原理图符号是电子元件在原理图中的象形表示，
如一个电阻的人字形或矩形，或一个运算放大器的三角形。原理图包含了设计中每个元件的符号，符号中的线连接着
引脚。原理图通常是先画出来，然后再布线电路板。

板子是原理图的物理实现，元件的封装被放置在板子上，铜线实现原理图中描述的连接。封装是一组铜焊盘，与物理
元件上的引脚相匹配。当电路板被制造和组装时，该元件将被焊接到电路板上相应的封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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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Cad 有单独的窗口用于绘制原理图（“原理图编辑器”）、布局电路板（“PCB 编辑器”）以及编辑符号和封装（“符
号编辑器” 和 “封装编辑器”）。KiCad 自带了大量高质量的、由用户提供的符号和封装库，但创建新的符号和封装或
修改现有符号和封装也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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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重要的是要了解 KiCad 有一个基于工程的工作流程。 KiCad 工程是一个包含工程文件、原理图、电路板布局
的文件夹，也可以选择其他相关文件，如符号和封装库、仿真数据、采购信息等。许多与项目相关的设置，包括网络
类和设计规则，都存储在工程层面。在其相关工程之外打开一个电路板可能会导致设计信息的丢失，所以要确保将所
有与工程相关的文件放在一起。

PCB 设计工作流程
通常情况下，首先绘制原理图。这意味着在原理图上添加符号，并绘制它们之间的连接。如果没有合适的符号，可能
需要创建自定义符号。在这个阶段，还要为每个部件选择封装，必要时还要创建自定义封装。当原理图完成后，设计
通过了电气规则检查（ERC），原理图中的设计信息被转移到电路板编辑器中，并开始布局。

原理图描述了设计中的哪些元件以及它们的连接方式；电路板编辑器利用这些信息使布局更容易，并防止原理图和
PCB 之间的不匹配。布局过程需要在电路板上仔细放置每个封装。在元件放置完毕后，根据原理图中的连接以及其他
电气方面的考虑，如跟踪电阻、控制阻抗要求、串扰等，在元件之间绘制铜线。

通常情况下，原理图在布局开始后需要更新；原理图的变化可以很容易地拉到电路板设计中。相反的情况也经常发
生：在电路板布局中的任何设计变化都可以被推回到原理图中，以保持两者的一致性。

当电路板布局完成，并且电路板通过了设计规则检查（DRC），就会产生制造输出，这样电路板就可以由 PCB 制造
者制造。



6

教程第一部分：工程
开始新设计时，首先要做的是创建一个新的工程。 打开 KiCad 会出现工程管理器。点击 文件 → 新建工程，浏览到你
想要的位置，并给你的工程起个名字，如 "入门"。确保 为工程创建一个新的文件夹 复选框被选中，然后点 击保存。
这将在一个新的子文件夹中创建你的工程文件，其名称与你的工程相同。

在左边，工程文件窗格列出了新工程中的文件。有一个扩展名为  .kicad_pro  的工程文件，一个扩展名为
.kicad_sch  的原理图文件，以及一个扩展名为 .kicad_pcb  的电路板文件。这些文件都与你的工程共享一个名
称。

也可能有一个`备份`目录。KiCad 会在你保存时自动创建工程的备份，也可以选择在固定的时间间隔内进行备份。
备份设置可以通过进入 偏好设置 → 偏好设置 → 常用 → 工程备份 来配置。

NOTE 打开偏好设置对话框可能会触发库表配置对话框。该对话框的说明 《符号库表设置，下文》。

NOTE On macOS, the Preferences dialog is in the KiCad menu, not the Preferences me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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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程窗口的右侧，有一些按钮可以启动 KiCad 提供的各种工具。启动这些工具将自动打开当前项目中的相关设计
文件（原理图或 PCB）。首先打开原理图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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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程第 2 部分：原理图
符号库表设置
第一次打开原理图编辑器时，会出现一个对话框询问如何配置全局符号库表。符号库表告诉 KiCad 要使用哪些符号
库以及它们的位置。如果你已经安装了 KiCad 的默认库，建议你选择默认选项。复制默认的全局符号库表（推荐）。

如果 KiCad 无法在其预期的安装位置找到库，该选项将被禁用。在这种情况下，用户应该选择第二个选项，复制自
定义全局符号库表。点击底部的文件夹按钮，并浏览到下面给出的位置。选择 sym-lib-table  文件。

默认库表文件的位置取决于操作系统，并可能根据安装位置而有所不同。下面是每个操作系统的默认值：

Windows: C:\Program Files\KiCad\8.0\share\kicad\template\

Linux: /usr/share/kicad/template/

macOS: /Applications/KiCad/KiCad.app/Contents/SharedSupport/template/

原理图编辑器基础知识
要在原理图上移动，用鼠标中键或鼠标右键点击并拖动。用鼠标滚轮或  和  进行放大和缩小。笔记本电脑用
户可能会发现，改变鼠标控制，使其更适合于触摸板；鼠标控制可在 偏好设置 → 偏好设置…  → 鼠标和触摸板 中配
置。

NOTE On macOS, the Preferences dialog is in the KiCad menu, not the Preferences menu.

默认情况下，KiCad 启用了一个名为 缩放时的中心和经纬光标的鼠标设置。启用该功能后，当用户放大或缩小时，鼠
标光标会自动移动到屏幕中央。这使缩放区域始终保持在中心位置。这个功能是不寻常的，但许多用户一旦习惯了它
就会发现它很有用。试着用鼠标光标在画布的不同区域进行放大和缩小。如果默认的缩放行为让人不舒服，请在鼠标
和触摸板偏好设置中禁用该功能。

F1 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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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图编辑器屏幕左侧的工具栏包含基本的显示设置。屏幕右侧的工具栏包含用于编辑原理图的工具。

Most tools in KiCad either have default hotkeys assigned, or can have custom hotkeys assigned. To view all
hotkeys, go to Help → List Hotkeys… . Hotkeys can be changed in the Hotkeys panel of the Preferences
dialog.

原理图图框设置
在绘制原理图中的任何内容之前，先对原理图页面本身进行设置。 点击 文件 → 页面设置。给原理图一个标题和日
期，如果需要的话，改变原理图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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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符号添加到原理图中
在原理图中添加一些符号，开始制作电路。点击窗口右侧的 添加符号 按钮  或按  键，打开 选择符号  对话

框。

如果尚未触发封装库表设置对话框，则此操作将触发该对话框。该对话框等同于前面解释的《符号库表设置，符号库
表设置对话框》，但针对的是封装而不是符号。

同样，选择默认选项。复制默认全局封装库表（推荐）。如果这个选项被禁用，请选择第二个选项，复制自定义全局
封装库表。点击底部的文件夹按钮，浏览到《符号库表默认位置，符号库表设置说明》中给出的位置。 选择 fp-
lib-table  文件并点击 OK。

选择符号对话框列出了可用的符号库和其中包含的元件符号。基本设备如无源元件、二极管和其他通用符号在
Device  库中找到。特定的设备，如一个特定的 LED，可能在其他库中找到。

向下滚动到 Device  库，展开它，并选择 LED  符号。 点击 确定，然后再次点击，将该符号放入原理图中。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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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添加一个限流电阻。回到符号选择器，但这次尝试通过在顶部的过滤框中输入 R  来搜索一个电阻。 同样，
它可以在 Device  库中找到。 R  设备是一个 IEC 风格的矩形电阻符号。对于喜欢 ANSI 风格人字形符号的用户，也
有一个 R_US  符号。选择一个电阻符号并将其添加到原理图中。

最后，添加一个电池为LED供电。 Device  库有一个合适的 Battery_Cell  符号。

选择和移动对象
接下来，如截图所示，正确定位符号之间的关系。通过选择、移动和旋转符号来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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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KiCad 8.0, objects are selected by clicking on them while the selection tool is active. The selection tool is
the default tool when no other tool is active, so you can enter the selection tool by quitting any active tool (

) or by clicking the  button in the right toolbar.

Additional objects can be added to the selection with +click, or removed with + +click
(macOS: + +click). You can toggle an item’s selection state with +click (macOS: +click).

拖动选择也是可以的；从左到右拖动可以选择完全被选择框包围的对象，而从右到左拖动也可以选择部分被选择框包
围的对象。 , +  ( + ), 和  ( ) 也可以和拖动选择一起使用，分别从选择中增加、
减少或切换。

注意，可以选择整个符号（通过点击符号形状本身）或选择符号中的一个文本字段而不选择符号的其他部分（通过点
击文本）。当只选择一个文本字段时，所执行的任何操作将只作用于所选择的文本，而不作用于符号的其他部分。

按  可以移动选中的对象，按  可以旋转。  热快捷键（拖动）也可用于移动对象。对于移动未连接的符号，
 和  的行为是相同的，但对于连接有导线的符号，  移动符号并保持导线连接，而  移动符号并留下导线。

选定的对象可以用  键删除。

为原理图布线
符号引脚上都有小圆圈，表明它们没有连接。通过在符号引脚之间画导线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截图中所示。点击右侧
工具栏上的 添加导线 按钮  或使用  快捷键。点击开始画导线，通过点击符号引脚或双击任何地方完成画导
线。按 Escape 键将取消画导线。

另一种方便的画导线方法是将鼠标悬停在一个未连接的引脚上。 鼠标指针会改变，表示可以从该位置开始画导线。
点击该引脚就会自动开始画导线。

Esc

Shift Ctrl Shift

Cmd Shift Ctrl Cmd

Shift Ctrl Shift Cmd Shift Ctrl Cmd

M R G

G M G M

Del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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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在原理图上添加电源和接地符号。虽然在这样一个简单的原理图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必要，但这些符号使大
型原理图更容易理解。

在 Power  符号库中，有许多电源和地线符号。 然而，有一个添加这些符号的快捷方式：点击 添加电源符号 按钮 

 或使用  快捷键。这将弹出 选择符号 对话框，但只显示包含电源符号的符号库。

添加一个 VCC 符号和 GND 符号，然后用导线将它们连接到电路上。

最后，在 LED 和电阻器之间的导线上加上标签。同样，在简单的电路中可能不需要这样做，但给重要的网络贴标签
是一种好的做法。 点击右侧工具栏（ ）中的 绘制网标签 按钮 ，输入标签名称（ led），然后将标签放入原
理图中，使方形连接点与导线重合。根据需要旋转和对齐标签。

P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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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同名的标签和电源符号是连接在一起的。 在这个原理图页面上，另一个 GND 符号或标记为 led  的导线将
与现有的导线短路，即使没有导线将它们直观地连接起来。

批注、符号属性和封装

批注
每个符号都需要为其分配一个独特的位号。这个过程也被称为注解。

在 KiCad 8.0 中，默认情况下，符号被添加到原理图中时，会自动进行批注。可以使用左侧工具栏中的  按钮来启
用或禁用自动批注。

虽然在本指南中没有必要，但可以使用顶部工具栏中的 填写原理图符号位号 按钮（ ）对符号进行手动批注或重

新批注。

符号属性
接下来，填入每个元件的数值。选择 LED，右键单击，并选择属性… （ ）。这个工程将使用一个红色的 LED，所
以将 值  字段改为 红色。在一个真正的工程中，在这里写上 LED 制造商的零件编号可能会更好。注意，可以在每个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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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的属性中单独编辑位号。

这个工程将使用一个 3V 的纽扣电池，所以把 BT1  的 值  字段改为 3V。将电阻的值改为 1k。

封装分配
最后，给每个元件指定一个封装。这定义了每个元件将如何连接到 PCB 上。有些符号预留了封装，但对许多元件来
说，有多种可能的封装，所以用户需要选择适当的一个。

有几种分配封装的方法，但有一种方便的方法是使用封装分配工具，点击顶部工具栏的  按钮。

该窗口左侧窗格列出了可用的封装库。中间窗格显示原理图中的符号。所有这些符号都将分配封装。右侧窗格显示可
为中间窗格所选符号选择的封装。要为某个符号分配封装，请在中间窗格中选择该符号，然后在右侧窗格中双击所需
的封装。右击封装名称并选择 查看所选封装，即可预览封装。

KiCad 中包含了许多封装，因此封装分配工具提供了几种方法来筛选掉与有关符号不相关的封装。

最左边的按钮  可以激活每个符号中可以定义的筛选器。例如，一个运算放大器符号可以定义筛选器，只显示
SOIC 和 DIP 封装。有时，这些预定义的筛选器缺失或限制性太强，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关闭这个筛选器可能会
很有用。

中间的按钮  按引脚数筛选，所以只有 8 个引脚的符号才会显示 8 个引脚的封装。这个筛选器几乎总是有用
的。

右边的按钮  按所选库筛选。库在左侧窗格中被选中；不在所选库中的封装将被筛选掉。只要知道哪个库包含
正确的封装，这个筛选器就很有用。通常情况下，最好使用这个筛选器或符号筛选器，但不能同时使用。

文本框筛选掉与框中文本不匹配的封装。 当方框为空时，这个筛选器被禁用。

使用筛选器，找到上图截图中中央栏所示的每个封装。选择中央栏中的符号，然后双击右侧栏中相应的封装，即可将
每个封装分配给一个符号。分配完所有封装后，点击 确定。

还有其他方法可以分配封装；其中一种方法是通过符号属性窗口。有关封装分配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手册。

电气规则检查
原理图中剩下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检查电气错误。KiCad 的电气规则检查器（ERC）无法确保原理图中的设计能正常工
作，但它可以检查一些常见的连接问题，如未连接的引脚、两个电源输出短路在一起或电源输入没有任何供电。它还

file:///src/build/src/getting_started_in_kicad/eeschema/eeschema.html#assigning-footpr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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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检查一些其他错误，如符号未加注释和网络标签中的错别字。要查看电气规则的完整列表并调整其严重程度，请访
问 文件 → 原理图设置…  → 电气规则 → 违反严重程度。在开始布局之前，最好先运行 ERC。

通过点击顶部工具栏的 ERC 按钮（ ），然后点击 运行 ERC，运行电气规则检查。

即使在这个简单的原理图中，KiCad 也发现了两个潜在的错误。这些错误列在 ERC 窗口中，箭头指向原理图中的违
规位置。在 ERC 窗口中选择一个错误，就会显示出相应的箭头。

你可以通过右键点击每条错误信息来排除个别违规行为或忽略整个违规类别。然而，为了得到一份干净的 ERC 报
告，避免遗漏真正的问题，通常值得处理这些违规行为，即使它们不是实际的设计错误。

在这种情况下，KiCad 对 VCC  和 GND  网络报告 "输入电源引脚没有被任何输出电源引脚驱动"。这是一个常见的
KiCad ERC 错误。 电源符号被设置为需要一个电源输出引脚，如电压调节器的输出，在同一网络上；否则 KiCad 认
为该网络未被驱动。 对人来说， VCC  和 GND  显然是由电池驱动的，但有必要在原理图中明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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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ower  符号库中有一个特殊的 PWR_FLAG  符号，用于解决这个问题，告诉 KiCad 这些网络实际上是被驱动的。
将这个符号添加到 VCC  和 GND  网络上，然后重新运行 ERC。当 ERC 通过而没有任何违反时，原理图就完成了。

物料清单
最后一个可选步骤是生成 BOM，列出项目中使用的所有元件。单击 工具 → 生成 B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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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Cad 8.0 有一个用于 BOM 导出的图形用户界面。您可以在 编辑 选项卡中配置哪些符号元数据将被导出，以及如何
对符号进行分组，并在 导出 选项卡中配置输出格式。

目前，默认设置应该没问题，但你可以在预览窗格中看到将要导出的内容的原始视图。在 导出 选项卡中指定输出文
件，然后按下 导出 按钮。

在电子表格程序中打开时，BOM 应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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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程第 3 部分：电路板
原理图完成后，回到工程窗口并打开 PCB 编辑器，可以通过点击 PCB 编辑器按钮或打开电路板文件。

PCB 编辑器基础知识
PCB 编辑器中的导航与原理图编辑器相同：用鼠标中键或右键拖动平移，用滚轮或  /  缩放。

PCB 编辑器的主要部分是一块画布，将在这里设计电路板。 左边的工具栏有各种板子的显示选项，包括单位和布
线、过孔、焊盘和区域的边框/填充显示模式的切换。画布右边的工具条包含了设计 PCB 的工具。

NOTE

右边工具栏上的一些按钮在右下角有一个小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表示该按钮有一个扩展的

调色板，包含几个相关的工具，比如说不同种类的尺寸。要选择一个备用工具，请点击并按住按
钮直到调色板出现，然后点击备用工具。另一种使用调色板的方法是点击按钮并向左拖动，直到
调色板出现，然后在所需的工具被突出显示时释放鼠标按钮。

最右边的是外观面板和选择筛选器。外观面板用于改变 PCB 层、对象和网络的可见性、颜色和不透明度。通过点击
层的名称可以改变活动层。

在外观面板下面是选择筛选器，它可以启用和禁用各种类型的 PCB 对象的选择。这对于在拥挤的布局中选择特定的
项目很有用。

板子的设置和压层
在设计电路板报之前，先设置页面大小，并在标题栏中添加信息。点击 文件 → 页面设置… ，然后选择一个合适的纸
张尺寸，并输入日期、修订和标题。

F1 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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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进入 文件 → 电路板设置… ，定义如何制造 PCB。最重要的设置是压层，即 PCB 将有哪些铜层和介质层（以
及它们的厚度），以及设计规则，例如布线和过孔的尺寸和间距。

要设置压层，打开电路板设置窗口的 电路板压层 → 物理压层 页面。在本指南中，将铜层的数量定为 2，但更复杂的
工程可能需要更多的铜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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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进入 设计规则 → 约束 页面。这个页面上的设置为电路板设计中的所有内容指定了首要的设计规则。就本指
南的目的而言，默认值是好的。然而，对于一个真正的工程来说，应该根据 PCB 工厂的能力来设置这些规则，这样
才能使 PCB 设计具有可制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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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打开 设计规则 → 网络类 页面。网络类是一组与特定网络组相关的设计规则。这个页面列出了设计中每个网络
类的设计规则，并允许将网络类分配给每个网络类。

布线的宽度和间距可以由设计者在布局过程中手动管理，但推荐使用网络类，因为它们提供了一种自动管理和检查设
计规则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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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设计中，没有指定网络类，所以所有的网络都属于 默认  网络类。这个网络类的默认设计规则对这个工程来说
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其他设计可能有多个网络类，每个网络类有不同的设计规则。例如，一块板子可能有一个宽线
高电流  网络类，有，或者一个 50 ohm  网络类，有特定的宽度和 50 欧姆控制阻抗线的间隙规则。

从原理图中导入更改
原理图已经完成，但布局中还没有任何元件。 要从原理图中导入设计数据到布局中，请点击 工具 → 从原理图更新
PCB… ，或按 。在顶部的工具栏上还有一个按钮  。

仔细阅读 要应用的改变 窗口中的信息，其中会说原理图中的三个元件将被添加到电路板上。点击 更新 PCB，关闭，
然后点击画布来放置这三个封装。每个封装相对于其他封装的位置将在以后被改变。

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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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KiCad 中，根据原理图的变化更新 PCB 是一个手动过程：设计者决定何时适合根据原理图的修改来更新 PCB。每
次编辑原理图时，设计者必须使用 从原理图更新 PCB 工具来保持原理图和布局的同步。

绘制电路板边框
现在这三个元件已经被放置好了，但是电路板本身还没有被定义。通过在 Edge.Cuts  层上画一个板的边框来定义电
路板。

用粗大的网格来绘制电路的板框通常是很有用的，这样可以很容易得到画布尺寸的整数。在画布上方的网格下拉菜单
中选择 1 毫米，就可以切换到粗略的网格。

要在 Edge.Cuts  图层上绘图，请单击右侧外观面板图层选项卡中的 Edge.Cuts。在右侧工具栏中选择矩形工具 

，在画布上单击放置第一个角，然后再次单击放置对角，这样矩形就大致包围了三个封装。也可以使用其他图形工具
（线形 、弧形 、圆形 、多边形 ，或它们的组合）来定义电路板的轮廓；唯一的要求是轮廓必须是

不相交的单个封闭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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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封装
布局过程中的下一步是在电路板上安排封装。 一般来说，在定位封装时有几个考虑因素：

有些封装可能对其位置有确切的要求，如连接器、指示灯或按钮和开关。

一些元件可能需要根据电气方面的考虑来放置。 旁路电容应靠近相关 IC 的电源引脚，敏感的模拟元件应远离数
字干扰。

几乎所有的元件都有一个 "边框"（或两个，如果前面和后面都有定义）。一般来说，边框不应该相交。

否则元件的位置应便于布线。连接的元件一般应紧靠在一起，并将布线的复杂性降到最低。飞线（表示焊盘之间
连接的细线）对于确定如何将封装相对于其他封装的最佳位置很有用。

在本指南中，唯一的放置目标是使布线过程尽可能简单。

首先将电池座 BT1  移到电路板的背面。点击它来选择它，然后按  来移动它。按  将其翻转到另一侧；现在它
看起来是镜像的，它的焊盘从红色变成了蓝色。

M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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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 PCB 层都是从板子的正面看的。因此，电路板底部的封装是颠倒的，看起来是镜像的。

每个 PCB 层都有一个独特的颜色，由外观面板的层标签中的色板显示。在默认的颜色方案中， F.Cu  （正面铜）层
上的项目是红色的，而 B.Cu（背面铜）上的项目是蓝色。

现在放置另外两个元件。一次一个，选择每个元件，然后用  和  移动和旋转它。观察每个焊盘之间的飞线，以
选择最简单的元件排列；一个好的排列将使这些线不被缠住。一个可能的安排显示在下面的截图中。

M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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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线
元件就位后，现在是用铜线连接焊盘的时候了。

第一条布线将被画在电路板的正面，所以在外观面板的层标签中把活动层改为 F.Cu。

点击右侧工具栏中的 布线  或按 。点击 D1  的 led  焊盘。鼠窝线表明有一个与 R1  的 led  焊盘的飞线布线
连接，所以点击该焊盘来画一个连接这两个焊盘的布线。点击第二个焊盘就完成了布线。 led  引脚之间的飞线不再
被画出，因为连接已经在铜中完成。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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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 BT1  和 D1  的 GND  焊盘之间布线，从电路板背面的 BT1  焊盘开始。注意在点击 BT1  焊盘后，活动层自动
变成了 B.Cu。点击 D1  焊盘来完成这个布线。

BT1  的表面贴装焊盘只位于电路板的底部，而 D1  的通孔焊盘则可以连接到正面和背面的布线。通孔焊盘是在多层
电路板之间建立连接的一种方法。在本例中， D1  是电路板正面的一个元件，但它的通孔焊盘用于连接电路板背面的
一条布线。

另一种跨层连接的方法是用过孔。在电路板背面的 BT1  的 VCC  焊盘上开始布线。按  并在 BT1  和 R1  之间点
击，插入一个过孔，同时将活动层切换到 F.Cu。通过点击 R1  的 VCC  焊盘完成电路板顶部的布线。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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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所有的连接都被布线了。这可以通过查看窗口左下方的状态屏幕来确认，其中未被布线的网络数量为
0。

放置敷铜
铜区是具有相关网络的铜区域。区域会自动连接到属于同一网络的铜对象，并避开属于其他网络的铜对象。铜区通常
用于接地和电源连接，因为它们提供的连接阻抗比铜线低。

通过切换到底部铜层并点击右侧工具栏中的 添加敷铜 按钮 ，在电路板的底部添加一个 GND  敷铜。在 PCB 上点

击，放置该敷铜的第一个角。

在出现的敷铜属性对话框中，选择 GND  网络并确保 B.Cu  层被选中。点击 确定，然后点击放置该敷铜的其他三个
角。在放置最后一个角时，双击来完成该敷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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敷铜边框显示在画布上，但区还没有被填满 — 在敷铜的范围内没有铜，因此敷铜没有进行任何电气连接。用 编辑 →

填充所有敷铜 ( )填充该敷铜。铜已经被添加到该敷铜，但是它没有连接到 VCC  或 led  焊盘和导线，并且被板子
的边缘剪掉。它与前面画的 GND  线重叠，并通过细线与 GND  焊盘连接。这些是散热条，使焊盘更容易焊接。 散热
条和其他敷铜设置可以在敷铜属性对话框中修改。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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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KiCad 中，当第一次绘制或修改敷铜时，或移动敷铜内的封装时，敷铜不会被自动填充。敷铜是通过手动填充和
运行《DRC，DRC》时重新填充。在生成《制造，制造输出》之前，请确保敷铜填充是最新的。

有时，在一个拥挤的画布设计中，填满的敷铜会让人很难看到其他的对象。可以使用左侧工具栏上的 只显示敷铜边
界 按钮隐藏敷铜，  。当只显示敷铜的边框时，敷铜会保留其填充状态— 隐藏敷铜的填充与取消填充是不同的。

敷铜也可以使用外观面板使之透明，非活动层也可以使用外观面板中的 层显示选项 隐藏或调暗。

设计规则检查
设计规则检查相当于原理图的电气规则检查。DRC 可查找设计错误，如原理图和布局之间的不匹配、铜区域间隙不
足或短路，以及没有连接到任何东西的布线。也可以在 KiCad 8.0 中编写自定义规则。要查看检查的设计规则的完整
列表并调整其严重程度，请访问 文件 → 电路板设置…  → 设计规则 → 违规严重程度。强烈建议在生成《制造，制造
输出》之前运行 DRC 并修复所有错误。

用 检查 → 设计规则检查 来运行 DRC 检查，或者使用顶部工具栏的  按钮。单击 运行 DRC。当检查完成后，不

应该有错误或警告报告。关闭 DRC 窗口。

现在故意造成 DRC 错误，将电阻的封装移动到与该敷铜的填充区域重叠。使用 （拖动）稍微移动电阻的封装，同
时保持导线连接到其焊盘上。这就产生了间隙违规，因为电阻的 VCC  和 led  焊盘与 GND  区的填充物短路了。通常
情况下，这可以通过重新填充敷铜来解决，但现在不要重新填充敷铜。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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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运行 DRC，但确保取消选中 在执行 DRC 之前重新填充所有敷铜 复选框。DRC 报告了 6 项违规：对于 R1  的每
个焊盘，焊盘和敷铜之间存在间隙违规，焊盘的通孔和敷铜之间存在另一个间隙违规，焊盘的阻焊开孔暴露了两个不
同网络（ GND  填充和连接到焊盘的布线）的铜，这是第三个违规。箭头指向画布中的每个违规点。单击每个违规信
息可放大相应的违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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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 DRC 对话框，按  重新填充敷铜，并重新运行 DRC。 或者，勾选 在执行 DRC 之前重新填充所有敷铜 复选框
并重新运行 DRC。所有的违规行为都被修复。

3D 查看器
KiCad 提供了一个 3D 查看器，对检查 PCB 很有用。用 查看 → 3D 查看器 打开 3D 查看器。用鼠标中键拖动进行平
移，用鼠标左键拖动进行绕行。绕着 PCB 板运行，可以看到顶部的 LED 和电阻，以及底部的电池座。

有一种光线追踪模式，它比较慢，但能提供更精确的渲染。用 偏好设置 → 光线追踪 切换到光线追踪模式。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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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Cad 库中的许多封装都带有 3D 模型，包括本指南中使用的所有封装。有些封装没有附带 3D 模型，《封装和 3D 模
型，但用户可以添加自己的模型》。

制造输出
随着电路板设计的完成，最后一步是生成制造输出，这样电路板就可以被制造出来。

用 文件 → 绘制…  打开绘制对话框。这个对话框可以将设计绘制成几种格式，但 Gerber 通常是向 PCB 制造厂家制造
的正确格式。

指定一个输出目录，这样绘制的文件就会被收集到一个文件夹中。否则，默认设置就可以了，但要确保所有必要的层
都被选中：包括铜层（ *.Cu）、电路板边框（ Edge.Cuts）、阻焊层（ *.Mask）和丝印（ *.Silkscreen）。 锡
膏层（ *.Paste）对于制造锡膏模版（钢网）很有用。粘合层（ *.Adhesive）只有在组装过程中任何元件将被粘
在电路板上时才需要。其他层可能对绘图有帮助，但通常对 PCB 的制作没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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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绘制 来生成 Gerber 文件。同时点击 生成钻孔文件… ，然后点击 生成钻孔文件 来创建文件，指定所有将在电路
板上钻孔的位置。最后，关闭 "绘制" 对话框。设计就完成了。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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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程第 4 部分：自定义符号和封装
通过添加一个开关来打开和关闭 LED，该电路将得到改善。添加这个开关的过程需要创建一个新的符号和封装库，绘
制一个开关符号，并为开关创建一个封装。

本指南将使用的具体开关是 NKK M2011S3A1W03，一种 SPST（单刀单置） 拨动开关。许多其他开关也可以使用，
但引脚编号和封装尺寸可能需要调整。

库和库表的基础知识
符号和封装被组织到库中。一个库可以容纳符号或封装，但不能同时容纳。

KiCad 在符号库表和封装库表中分别记录了用户的符号库和封装库。每个库表都是一个库名的列表，以及每个库在硬
盘上存在的位置。

除了全局的符号和封装库表，还有用于符号和封装的工程库表。添加到全局表的符号和封装在所有工程中都可用，而
专用工程表中的符号和封装只对该专用工程有效。用户可以将自己的库添加到全局库表或工程专用表中。

符号库表可以在原理图编辑器或符号编辑器窗口中通过 偏好设置 → 管理符号库…  来查看或编辑。 封装库表可以在电
路板编辑器或封装编辑器中通过 偏好设置 → 管理封装库…  查看或编辑。这两个库表也可以从工程管理器中访问。

通常情况下，库的路径是通过路径替换变量定义的。这样，用户就可以在不修改库表的情况下，将所有库移动到新的
位置。唯一需要更改的是重新定义变量，使其指向新位置。KiCad 的路径替换变量可通过项目管理器或任何编辑器窗
口中的 偏好设置 → 配置路径…  进行编辑。

一个有用的路径替换变量是 ${KIPRJMOD}。这个变量总是指向当前的工程目录，所以它可以用来包括存储在工程目
录内的工程专用库。

在第一次运行时，KiCad 《符号库表设置，提示用户设置符号库表》和《封装库表设置，提示用户设置封装库表》。
要再次进行这种设置，请删除或重命名符号库表或封装库表文件。在删除这些表之前，请对它们进行备份。

符号和封装库表文件的位置取决于操作系统。

https://www.nkkswitches.com/pdf/MtogglesBushing.pdf


38

Windows: %APPDATA%\kicad\8.0\sym-lib-table  and %APPDATA%\kicad\8.0\fp-lib-table

Linux: ~/.config/kicad/8.0/sym-lib-table  and ~/.config/kicad/8.0/fp-lib-table

macOS: ~/Library/Preferences/kicad/8.0/sym-lib-table  and

~/Library/Preferences/kicad/8.0/fp-lib-table

创建新的全局库或工程库
绘制一个新的符号或封装的第一步是选择一个库来存储它。在本指南中，开关符号和封装将进入新的工程专用库。

从工程管理器中打开符号编辑器。点击 文件 → 新建库，并选择 工程。为新库选择一个名字（例如： getting-

started.kicad_sym）并保存在工程目录中。空的新库现在在左边的库窗格中被选中，并被自动添加到工程库表中
（在 偏好设置 → 管理符号库…  中检查工程专用库标签）。

新建符号
现在在新库中创建开关符号。在库窗格中选择 getting-started  库，点击 文件 → 新建符号… 。在 符号名称 栏中，
输入元件编号： M2011S3A1W03。开关符号的位号应以 SW  开头，所以将 默认位号 字段改为 SW。所有其他字段可
以保持默认值。

在库面板中， M2011S3A1W03  符号现在出现在启动库下。在画布中，一个十字表示封装的中心，并为位号添加了文
本。现在，请将文本从符号中心移开，使其不碍事。

符号引脚
添加引脚，开始绘制符号。点击右侧工具栏上的 添加引脚 按钮 。引脚属性对话框将出现。将 引脚名称 设为

A，引脚编号 设为 2，电气类型 设为 无源，方向 设为 右。将 X 位置 设为 -200 mils，Y 位置 设为 0。点击 确
定，然后点击画布上的引脚。 如果引脚在点击 OK 后移动，可能需要再次编辑引脚属性（双击引脚，或右击引脚 →

属性… ）以正确设置位置。

NOTE

强烈建议在原理图编辑器和符号编辑器中始终使用 mils（或 in），尤其是符号引脚。混合使用英
制和公制单位将导致符号引脚无法正确连接，因为它们无法与导线或其他引脚对齐。KiCad 库的
引脚使用 50 mils 网格；使用不同的单位系统将导致符号和原理图无法与 KiCad 的内置符号连
接。请注意，与 PCB 编辑器不同，原理图中的单位没有物理意义。



39

添加第二个引脚，但这次不要使用 添加引脚 工具。相反，按 。一个编号为 3 的新引脚被添加到符号中，就在
引脚 2 下面。

TIP

在 KiCad 的许多地方，按  会重复上次的操作。新项目的位置将被移位，并根据情况自动
增加编号。在符号编辑器中，这可以用来快速放置大量的引脚。在原理图编辑器中，它可以用来
重复放置一个元件，或者用编号标签标记一个大元件的引脚。  在封装和电路板编辑器中
也很有用。

我们希望引脚 3 位于开关符号的右侧，因此编辑引脚 3 的属性，将 X 位置 改为 200 mils，Y 位置 改为 0，方向 改
为 左。同时，将 引脚名称 改为 B。

图形特征
放好引脚后，使用圆圈  和直线  工具，使符号看起来像一个 SPST （单刀单置）开关。对于这一步，切换到
一个更小的网格将是有用的：右击画布，在 网格 子菜单中选择一个更小的网格。添加图形后，再切换回 50 mil 的网
格。

WARNING 小网格对图形特征很有用，但 符号引脚必须始终放在 50 mil（1.27 mm）的网格上。没有对准
50 mil 网格的引脚将无法与原理图中的导线连接。

Insert

Insert

Insert



40

符号属性
现在用 文件 → 符号属性 编辑整个符号的属性，或者在画布上双击。将 值 字段改为 M2011S3A1W03，并在 关键字 字
段中添加 spst switch toggle，以便通过搜索更容易找到该符号。对于这个符号，引脚名称并没有增加任何有用的
信息，所以取消勾选 显示引脚名称，使符号在视觉上更简单。

点击 确定 后，将值的文字移至较低位置，使其不与符号图形重叠。

符号现在已经完成。保存它并继续创建一个封装。

新建封装
打开封装编辑器，创建一个新的工程专用封装库，命名为 getting-started.pretty（文件 → 新建库… ）。和符号
库一样，新的封装库被添加到工程库表中。在库窗格中选择新的库，创建一个新的封装（文件 → 新建封装… ）。设
置名称为 Switch_Toggle_SPST_NKK_M2011S3A1x03，类型为 通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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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装焊盘
The switch has two pins, numbered in the datasheet as 2 and 3, and spaced 4.7 mm apart. For ease of
placement, adjust the grid to match the pad spacing. Open the grid settings by right-clicking the  button

in the left toolbar and selecting Edit Grids… . Add a new grid with the plus button at the bottom. Set the new
grid’s X size to 4.7 mm . Accept the dialog, go back to the editing canvas, and then switch to the new grid in
the grid dropdown in the top toolbar, if it is not already selected.

按照惯例，通孔封装的引脚 1 位于(0,0)处，并以引脚 1 在左上方的方向排列。这个开关的 SPST 版本没有引脚 1，所
以封装会把 (0,0) 空出来，把焊盘 2 和 3 放在 (0, 4.7 mm) 和 (0, 9.4 mm) 处。请注意，在 KiCad 的默认坐标系中，正
Y 轴的方向是向下的。

使用右侧工具栏中的 添加焊盘 工具 ，在原点（0，4.7 mm）下方一格的位置放置一个焊盘。按  键退出焊盘
工具，然后双击焊盘编辑其属性。将焊盘编号改为 2，并验证位置是否正确。开关引脚的尺寸为 1.17 mm x 0.8

mm，因此对角线（最大引脚尺寸）为 1.42 mm。因此将孔直径设为 1.42 mm + 0.2 mm = 1.62 mm，焊盘直径设为
1.62 mm + 2*0.15 mm = 1.92 mm，以提供足够的圆环形圈。

现在再次使用 添加焊盘 工具，将另一个焊盘放在 (0, 9.4mm) 处。 注意，焊盘的编号会自动递增，包括焊盘尺寸和通
孔的大小在内的属性会从前一个焊盘上复制下来。

在放置了两个焊盘后，圆环形环看起来略小。如果将圆环形环做大，开关将更容易焊接，机械上也更坚固。通过编辑
焊盘 2 并将焊盘尺寸改为 1.62 mm + 2 * 0.3 mm = 2.22 mm，将圆环形环的厚度从 0.15 mm 增加到 0.3 mm。不要
改变通孔的尺寸。请注意，焊盘尺寸字段接受数学表达式，所以 1.62 + 2 * 0.3  可以直接输入，并将评估为 2.22

mm。

TIP KiCad 中的许多文本框支持数学表达，包括单位转换。

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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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另一个焊盘也做同样的圆环形圈修改。作为一个快捷方式，在焊盘 2 上点击右键，点击 将焊盘属性推到其它焊盘
上… ，然后点击 改变当前封装上的焊盘。

封装图形
一个好的封装会在制造层（ F.Fab）上画出准确的元件边框，在丝印层（ F.Silkscreen）上画出稍大的边框，并
在整个封装周围有一个边框（ F.Courtyard）以防止与其他封装重叠。

点击右侧层面板中的 F.Fab，切换到前面的制作层。制作边框应与元件的物理尺寸精确匹配，即宽 7.9 mm，高 13

mm。使用线条 、矩形  或多边形  工具绘制元件边框，如下图所示。精确放置边框的方法之一是创建一

个新网格，X 间距为 7.9 mm，Y 间距为 13 mm。然后右键单击  按钮并选择 网格原点… ，调整网格原点。设置 X

原点为 7.9 mm / 2 = 3.95 mm，Y 原点为 4.7 mm - (13 mm / 2) = -1.8 mm。

接下来，切换到 F.Silkscreen  层。丝网的边框应该正好在元件边框之外，所以丝网线要从制造图中向外移动 0.11

mm（0.10 mm 制造线宽度的一半，加上 0.12 mm 丝网线宽度的一半）。准确的坐标显示在下面的截图中，有用的
网格设置是:

X 网格：7.9 mm + 2 * 0.11 mm = 8.12 mm

Y 轴：13 mm + 2 * 0.11 mm = 13.22 mm

X 原点：8.12 mm / 2 = 4.06 mm

Y 原点：-1.8 mm - 0.11 mm = -1.91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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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选择 F.Courtyard  层。边框的边框应该以 0.25 mm 的间隙围绕着这个元件。

使用不同的策略绘制该图层。切换到 1 mm 网格而不是自定义网格，然后绘制一个大致围绕封装脚印的矩形。双击矩
形编辑其属性，并直接输入矩形的角坐标— 如下截图所示。

完成边框后，将文字定位如下图所示。封装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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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cad 库公约
为了维护高质量的符号和封装库，KiCad 有一个 KiCad 库公约 文件，这是一套符号和封装的准则。个人库不一定要
遵循这些约定，但它们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 官方库 中的封装和符号都需要遵循 KLC。KLC 被用作本指南中的符号
和封装的基础。

在原理图中添加开关
现在，封装已经完成，可以修改开关符号，以便默认为其使用匹配的封装。

回到符号编辑器中，打开开关符号。编辑符号属性。点击 封装  字段，然后点击出现的库图标  。浏览到工程封装
库，双击开关封装。保存该符号。

现在，开关封装被默认分配给该符号；每次将该符号添加到原理图中时，都不需要手动选择封装。

打开原理图，添加一个新符号，并选择新的开关符号。给它接线以连接或断开 LED 和电池。

无需手动为开关选择封装，因为开关符号已经指定了封装。运行 ERC，确保修改后的原理图不违反任何电气规则。

https://klc.kicad.org/
https://gitlab.com/kicad/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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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局中添加开关
确保原理图被保存，然后打开电路板编辑器，将符号添加到布局中。使用 工具 → 从原理图更新 PCB…  更新 PCB，
并将开关的封装放到电路板上，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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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线显示了需要布线的新连接。此外，电池和电阻之间的连接也需要删除。

首先，删除不需要的布线。选择电池和电阻之间的一条布线，选择哪一条并不重要。按几次 ，将选择范围扩大到
电池和电阻器之间的所有布线。按  键删除连接。

在电池和开关之间，以及开关和电阻之间布局新的导线。按  键，重新填充各敷铜。

最后，重新运行 DRC 以确保修改后的电路板不违反任何设计规则。

U

Delete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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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符号、封装和 3D 模型

符号和封装
正如《封装分配，封装分配部分》中所述，在原理图输入过程中，原理图中的每个符号都需要为其分配一个封装。分
配给每个符号的封装名称被存储在符号属性的 封装  字段中。

符号可以指定一个预选的封装。封装不需要手动分配给这些符号，因为在创建符号的时候就已经选择了一个封装。用
户可以在封装分配过程中正常覆盖预选的封装。定义一个默认的封装对于那些通常或总是被分配相同封装的符号来说
是个好主意，例如一个只在一个包中可用的元件。开关封装《默认封装，被设置为其匹配符号的默认封装》

符号也可以指定封装筛选器，可以用来隐藏与符号不兼容的封装。例如， 74HC00  符号有封装过滤器，导致只有适用
的 DIP 和 SO14 封装显示在《封装筛选器，分配封装工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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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 KLC 对封装筛选器的要求 包含一些有效的封装筛选器的提示。

封装和 3D 模型
元件的 3D 模型被保存在单独的文件中。元件的 3D 模型的文件名被保存在封装中。每个封装可以添加任何数量的 3D
模型。3D 模型的文件名，以及模型的比例、旋转、偏移和不透明度，都在封装属性的 3D 模型 标签中设置。

支持 STEP（ .step）和 VRML（ .wrl）两种 3D 模型格式。STEP 文件在需要尺寸精度的情况下非常有用，而
VRML 文件可以用来制作更具视觉吸引力的渲染图。KiCad 库中的许多封装都有相关的 3D 模型；这些模型都以
VRML 和 STEP 格式提供。 两种模型中只有一种需要在封装中列出（通常是给出 VRML 文件名）。在为机械 CAD 目
的导出电路板的 3D 模型时，KiCad 可以自动替换 STEP 版本。

https://klc.kicad.org/symbol/s5/s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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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并非所有 KiCad 库中的封装都提供了 3D 模型，但所有封装都列出了 3D 模型的文件名，即使 3D
模型不存在。这样做是为了以后可以添加 3D 模型，而不需要编辑封装。

FreeCAD 与 StepUp Workbench 一起对创建元件式 3D 模型很有用；KiCad 库中的许多模型都使用了它们。StepUp
用于生成具有正确位置、缩放和旋转的 STEP 和 VRML 文件。

https://www.freecadweb.org/
https://github.com/easyw/kicadStepUpM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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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的发展方向
更多学习资源
关于如何使用 KiCad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手册。

其他资源包括 KiCad 官方用户论坛，https://www.kicad.org/community/chat/[Discord 或 IRC]，以及来自 KiCad
社区的其他 学习资源。

要想了解 KiCad 的更多功能，请浏览网站的 用 KiCad 设计 部分，或打开 KiCad 附带的演示工程（文件 → 打开演示
工程… ）。

帮助改进 KiCad
要报告一个错误或要求一个功能，请使用 帮助 → 报告一个错误 或在 Gitlab 上打开一个问题。

要为 KiCad 的发展做出贡献，请参见 开发者贡献页面。用户也可以通过为 库 或 文档和翻译 提供帮助。 最后，请考
虑 捐赠支持 继续开发 KiCad。

https://docs.kicad.org/
https://forum.kicad.info/
https://www.kicad.org/help/learning-resources/
https://www.kicad.org/made-with-kicad/
https://gitlab.com/kicad/code/kicad/-/issues
https://dev-docs.kicad.org/en/contribute/
https://www.kicad.org/libraries/contribute/
https://www.kicad.org/contribute/docs-team/
https://www.kicad.org/donate/f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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