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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根据高职高专的教学大纲要求编写的。
　　考虑到高职高专教育的培养目标是技术应用型人才，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突出了以下几个特点
：　　（1）在保证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够用的前提下，注重实践和应用，避免繁琐的公式推导和理
论分析。
　　（2）结构合理，学用结合。
如讲了二极管和三极管后，马上介绍其检测、查半导体手册和基本应用。
　　（3）注重内容的实用性和向集成电路方面侧重。
如对电子器件、功放集成电路、集成运放和三端集成稳压器，主要介绍它们的外部特性和主要参数，
学会合理选择，正确使用，而对其内部情况有个大概了解即可。
书中介绍了很多实用电路。
对分立元件内部机理和电路的介绍有所减少。
　　（4）对模拟电子中有关问题的提法更加合理，并非人云亦云，如何谓二极管的正、向反偏置，
整流电路等。
　　本教材是以电类各专业的需要为基础编写的，内容较全，全书共分10章，其中包括：半导体二极
管及其应用、三极管及其放大电路、场效应管及其基本电路、多级放大电路和集成运算放大器、放大
电路中的负反馈、正弦波振荡电路、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应用、低频功率放大器、直流稳压电源和晶闸
管及其应用。
可供各专业选用。
其中带“*”号的内容为选学内容。
　　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应能使学生达到下列基本要求：掌握与模拟电子技术有关的基本概念、基本
知识和基本分析方法及其应用知识，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和从事有关的工作奠定基础。
建议本教材理论教学课时数为70课时。
其中部分章节内容可根据各专业要求及学时隋况酣情取舍。
　　参加本书编写的人员有：顾海远（第1，2章），牟爱霞（第3，4，5章），李亚平、刘姝玉（第9
章），李文森（第6章），曲延昌（第7章），杨青峰（第8，10章）。
由顾海远对全书进行了统稿，赵伟中对该书进行了审阅。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编者参考了很多国内外相关资料和书籍，在此向有关资料与书籍的作者表
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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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适应高职高专教学的需要，更好地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根据高职高专教学大纲的要求 ，结合近
几年来高职教学的经验和体会，编写了《模拟电子技术》这 本教材。
全书共分10章，其内容包括：半导体二极管及其应用、半导体三极管及其放大电路 、场效应管及其基
本电路、多级放大电路和集成运算放大器、放大电路中的负反馈、正弦波 振荡电路、集成运算放大器
的应用、低频功率放大器、直流稳压电源和晶闸管及其应用电路 。
通过对本书的学习应能使学生达到下列基本要求：掌握模拟电子技术的基本概念、基础知 识和分析方
法并能实际其应用。
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和从事有关的工作奠定基础。
?    本书结构合理，内容精炼、新颖，理论够用，注重实用，对有些问题的提法也更加合理。
?    本书可作为高职院校应用电子技术、计算机、电气和机电等专业“模拟电子技术”课程的教 材，也
可供相关专业师生及工程技术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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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半导体二极管及其应用  1.1 半导体的基本知识  1.2 半导体二极管  1.3 半导体二极管的型号与检测 
1.4 半导体二极管的应用  1.5 特殊二极管简介  1.6 倍压整流电路  习题第2章 半导体三极管及其基本放大
电路  2.1 半导体三极管  2.2 三管的型号与检测  2.3 放大电路基础  2.4 共射基本放大电路  2.5 放大电路的
分析方法  2.6 微变等效电路法  2.7 静态工作点稳定电路  2.8 共集电路与共基电路  2.9 放大电路三种基本
组态的比较  习题第3章 场效应管及其基本电路  3.1 结型场效应管  3.2 绝缘栅场效应管  3.3 场效应管的
基本电路  习题第4章 多极放大电路和集成运算放大器  4.1 多级放大器   4.2 放大电路的频率响应   4.3 直
接耦合放大电路及其零点漂移问题  4.4 差动放大电路  4.5 集成电路的基本知识  4.6 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基
本知识  习题第5章 放大电路中的负反馈  5.1 反馈的基本概念  5.2 负反馈放大电路的方框图和组态表示
法  5.3 负反馈对放大电路的影响  5.4 深度负反馈放大电路的计算  5.5 负反馈放大电路的自激及消除  习
题第6章 正弦波振荡电路⋯⋯第7章 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应用第8章 低频功率放大器第9章 直流稳压电源
第10章 晶闸管及其应用电路附录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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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根据电磁惯性原理：电感是储能元件，电感中的电流不能突变，或日，当电感中通过一变化的电
流时，电感两端将产生自感电压来阻碍电流的变化，即当通过电感的电流增加时，自感电压会阻碍电
流的增加，同时将电能转变成磁能储存起来，使电流缓慢增加。
反之，当流过电感的电流减小时，自感电压自动反向（起电源的作用）来阻碍电流减小，同时电感将
磁能转变为电能释放出来，使电流减小的速度变慢。
因此利用电感可以减小输出电流的波动，使负载上得到比较平滑的直流电压和电流。
　　电感滤波的原理亦可用频域阻抗分压的理论来解释，我们已经知道，全波整流的输出电压是由直
流分量和交流分量叠加而成。
由于电感的直流电阻很小，交流感抗随频率的增大而增大，感抗与负载成串联关系，所以直流分量在
电感上的压降很小，负载上的直流分量就很大；交流分量几乎全部降落在电感器上，负载上的交流分
量就很小。
由此看来，经过电感的串联滤波后，负载两端的输出电压脉动程度便大大减小了。
电感滤波的特点是，电感量越大，产生的自感电压也越大，阻碍流过负载电流变动的能力也越强，因
此输出电压和电流的脉动就越小，其滤波效果也就越好。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模拟电子技术>>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