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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962年编写本书第一版以来，已经历了三十六年。
在此期间，电工技术，特别是电子技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新技术层出不穷，日新月异；教学内容和体系的改革不断深入。
这都促使本教材随着不断修订提高，日臻完善，以适应时代的需要。
　　本教材是按照教育部（前国家教育委员会）1995年颁发的“电工技术（电工学Ⅰ）”和“电子技
术（电工学Ⅱ）”两门课程的教学基本要求，在第四版的基础上总结提高，修订编写的。
　　本版与第四版比较，在电工技术和电子技术两部分分别作了如下调整和更新。
　　电工技术部分：　　1．对电路的要求基本未变，仅将受控源、导纳、复杂交流电路、非正弦周
期电流电路的计算及交流铁心线圈的等效电路等改为选讲内容；　　2．删去同步发电机和直流发电
机，对同步电动机仅作简单介绍，充实了三相异步电动机变频调速的内容；　　3．增加“可编程控
制器及其应用”一章，删去继电接触器控制的部分内容；　　4．适当加强安全用电和节约用电知识
；　　5．增加了非电量的电测法和自动控制的基本概念。
　　电子技术部分：　　1．在放大电路部分删去或精简了一些分立元件电路，加强了运算放大器的
分析和应用；　　2．加强了晶闸管的应用，例如结合电动机的变频调速，增加晶闸管逆变器一节；
　　3．在数字电路部分，由小规模集成电路入门，以中规模集成电路为重点，结合应用引入大规模
集成电路；　　4．增加“存储器和可编程逻辑器件”一章，侧重其应用；　　5．加强应用，特别注
意将多种元器件或单元电路组成实用系统，使学生了解它们之间的联系，建立完整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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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工学》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是面
向2l世纪课程教材和教育部工科电工学“九五”规划教材。
《电工学》（第五版）主要是根据教育部（前国家教育委员会）1995年颁发的高等工业学校“电工技
术（电工学Ⅰ）”和“电子技术（电工学Ⅱ）”两门课程的教学基本要求修订的。
全书分上、下两册出版。
上册是电工技术部分；下册是电子技术部分。
各章均附有习题。
另编有《电工学学习指导》（第二版），作为与本书配套的教学参考书。
《电工学》可作为高等学校非电类专业上述两门课程的教材，也可供其他工科专业选用和社会读者阅
读。
　　《电工学》（第五版）由大连理工大学唐介教授和哈尔滨工程大学张保郁教授审阅。
　　《电工学》第三版于1987年获全国优秀教材奖，第四版于1997年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和国家
级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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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第三版于1987年荣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　　第四版于1997年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
奖，国家级科技进步三等奖　　第五版被评为面向二十一世纪课程教材、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
级重点教材　　第五版于2002年荣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　　第六版被评为普通高等教
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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