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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晶体管电路活用技巧》首先从分立晶体管的行为开始介绍放大的机理、电流/电压的处理方法。
进而对模拟IC的典型电路OP放大器进行晶体管级解析，目的是掌握乘法电路、A-D转换器、非线性电
路的构成方法。
书中所列举的晶体管电路，以及能够利用电子电路模拟器PSpice和SIMetrix的数据文件都收录在科学出
版社（www.sciencep.com）下载区，对电路或参数稍作变更，就能够用于解析。

《晶体管电路活用技巧》可作为从事模拟技术开发及电路设计的技术人员的参考书，也可供工科院校
相关专业师生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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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误差4.3.1 基极电流引起误差的机理4.3.2 追加晶体管,减小基极电流引起的误差4.3.3 既能减小基极
电流引起的误差又提高了稳定性的威尔森电流反射镜电路4.3.4 基极电流误差以外的复制误差4.3.5 与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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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输出增益不是1/β6.3.3 在OP放大器的增益大的情况下,加负反馈后的增益接近1/β6.4 OP放大器对交
流信号的响应6.4.1 使用晶体管的OP放大器的响应速度6.4.2 当响应过于快时,有时会发生振荡6.5 加负反
馈后的性能由环路增益决定6.5.1 负反馈电路的输入输出关系的一般表达式6.5.2 环路增益越大,输入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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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益越接近1/β小结第7章 用晶体管制作的OP放大器:基础篇7.1 一个晶体管的OP放大器7.2 基于差动对
和电阻负载的OP放大器7.3 基于差动对和电流反射镜负载的OP放大器7.4 基于差动对、电流反射镜、发
射极接地电路的OP放大器7.5 基于差动对、电流反射镜、发射极接地电路、电压缓冲器的OP放大器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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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基连接8.1.2 折叠共射共基型的OP放大器8.1.3 折叠共射共基型OP放大器的模拟8.2 基于折叠共射共基
和共射共基自举的OP放大器8.3 电流反射镜型的OP放大器8.4 高转换速率的OP放大器8.4.1 OP放大器内
部的电流源限制转换速率8.4.2 高转换速率OP放大器的设计8.4.3 高转换速率OP放大器的模拟8.5 基于缓
冲器和电流反射镜的电流反馈型OP放大器8.5.1 GB积由外部的反馈电阻值决定8.5.2 确定电流反馈型OP
放大器的反馈电阻值的方法8.5.3 电流反馈型OP放大器的模拟小结第9章 处理乘法运算的乘法电路9.1 
基于对数变换的乘法电路9.2 基于差动放大电路的乘法电路9.2.1 差动放大电路实际上也是乘法电路9.2.2
乘法运算的状态9.2.3 由于差动放大电路的传输特性是tanh函数,所以乘法运算不能得到正确的结果9.3 
吉伯(Gilbert)增益单元9.3.1 用tanh-1产生失真后输入9.3.2 tanh-1电路的结构9.3.3 追加了tanh-1电路的电
流模式乘法电路9.3.4 直线性得到大幅度的改善9.3.5 能够从属连接的宽频带乘法器“吉伯增益单元”9.4
吉伯乘法器9.4.1 扩展为4象限乘法器小结第10章 高速型A-D转换器10.1 计时电压比较器10.1.1 用时钟在
工作的电压比较器内采样10.1.2 准确的比较需要高的增益10.1.3 需要多高的增益?10.1.4 用正反馈获得高
的增益10.2 正反馈放大电路的设计10.2.1 简化等效电路10.2.2 设计合成电阻RX使之成为负性电阻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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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析方法12.6 绝对值电路12.6.1 正、负值的输入输出12.6.2 函数的分解12.6.3 输入电路12.6.4 输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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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钝”14.1.3 巧妙地施加反馈的方法——慢慢地控制14.1.4 知道输出结果之前施加前馈控制14.2 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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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OP放大器体验不稳定现象14.2.1 关注电子电路工作滞后的“相位滞后”问题14.2.2 人工OP放大
器14.2.3 体验不稳定的工作14.2.4 增加放大级数会产生相位滞后,使环路变得不稳定14.3 负反馈放大器产
生振荡的条件14.3.1 振荡的机理14.3.2 振荡难易的指标:相位余量和增益余量14.3.3 电源电压与振荡条
件14.3.4 振荡的条件14.4 伯德图的画法与使用方法14.4.1 RC低通滤波器的频率特性14.4.2 伯德图的描绘
方法14.4.3 使用伯德图也可以简单地求得放大电路的合成增益14.4.4 使用伯德图,简单地理解相位补偿的
方法14.5 晶体管放大电路的稳定性14.5.1 频率解析的第一步从理解晶体管的等效电路开始14.5.2 3级放大
电路的频率特性14.5.3 频带宽的放大器14.5.4 简单的相位补偿方法14.6 从环路增益的频率特性理解稳定
的程度14.6.1 OP放大器的相位补偿概要14.6.2 反馈率与稳定性的关系14.6.3 稳定工作的条件14.6.4 要求
更高的稳定性时,需要牺牲GB积14.6.5 消除基于零点的极点的例子14.7 OP放大器稳定性的讨论14.7.1 用
两个放大级构成的电路的模拟解析14.7.2 基于模拟的解析方法——不切断回路,解析环路增益的频率特
性14.7.3 具体的解析方法14.7.4 结果:在相位余量为-20°处开始不稳定14.7.5 寻找主极点和2次极点14.8 
相位补偿法14.8.1 窄频带法14.8.2 米勒补偿法小结Appendix A 从半导体物理看到的双极晶体管的工
作Appendix B 米勒补偿的原理与极点分离Appendix C 正确地解析环路增益的方法Appendix D 修正节点
解析法科学出版社下载区中有关本书的内容与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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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活学活用电子技术：晶体管电路活用技巧》的前半部分介绍组成电路的基本单位的各种电路单
元，后半部分是把所介绍的电路单元进行各种组合，作成OP放大器，以及A-D、D-A转换器。
另外，还将详细介绍双极晶体管最终的整合法则，即跨导线性原理。
通过这《活学活用电子技术：晶体管电路活用技巧》，给大家奉献出多种晶体管的美味菜肴，读者如
果能够在组合晶体管的模拟与实验中享受到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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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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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