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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今电子技术日新月异，90年代以来，电子技术发展呈现出系统集成化、设计自动化、用户专用
化和测试智能化的发展态势。
本书自1991年5月第一版发行以来，已印刷9次。
为了适应电子技术发展的新形势和教学改革的要求，本书现以修订的第二版奉献给广大读者。
　　第二版是参照原国家教委1993年颁布的《高等工业学校电子技术基础教学基本要求》和1995年颁
布的《高等工程专科电子技术基础教学基本要求》，并考虑面向21世纪教学改革的需要而修订的，其
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可根据本科、专科和专业不同的要求进行选择（书中有“*”部分内容为选讲内容
）。
本书完全可以满足高等学校本科和高等工程专科电气类、自控类、电子类及其他相近专业对模拟电子
技术基础的教学要求，可作为这些专业本科和专科的模拟电子技术基础教材。
　　面向21世纪的模拟电子技术基础课程如何进行改革？
我们认为首先应明确本课程在加强素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　　1.模拟电子技术基础课程的主要任
务是为学生打好两方面的基础：其一是正确使用模拟电子电路特别是集成电路的基础；其二为部分学
生将来进一步学习设计集成电路芯片（如专用芯片）打好初步基础。
　　2.作为主要技术基础课的模拟电子技术基础课程，在加强素质教育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在教
学中除了要抓住传统的“三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外，应突出综合应用能力、创新
能力、计算机应用能力的培养。
　　根据上述要求，编写本书第二版的指导思想是：　　1.继续保留原来的体系，即把模拟电路中用
得最多的集成运算放大器作为一个理想器件提前到第一章绪论之后介绍，使模拟电子技术基础形成了
以集成运算放大器为主干的体系。
教学实践证明，这个体系是可行的。
为了更便于教学，在新版教材第二章理想运算放大器及其运算电路中删去了原有带实际运算放大器参
数的一些例题，增加了一些分析典型电路的例题。
　　2.近年来，模拟集成电路理论与设计、集成工艺技术、模拟电子应用技术都有很大的发展和突破
，因此，新版教材增加了BiCMOS等一类新型集成电路器件和电流模电路基础知识。
　　3.增加了电子电路计算机辅助分析与设计一章，并附有PSPICE的例题与习题，目的是为电子电路
的计算机仿真与设计自动化打下初步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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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2版）》第二版是参照原国家教委1993年颁布的《高等工业学校电子技术
基础教学基本要求》和1995年颁布的《高等工程专科电子技术基础教学基本要求》，并考虑面向21世
纪教学改革的需要而修订的，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可根据本科、专科和专业不同的要求进行选择（书中
有“*”部分内容为选讲内容，且相对独立，删去这部分内容对教学影响不大）。
　　第二版全书包括14章及一个附录，除保留了第一版的基本内容和特点外，为适应电子技术的迅速
发展和电子电路的计算机仿真与设计自动化，新版教材增加了BiCMOS等一类新型集成电路器件、电
流模电路基础知识和电子电路计算机辅助分析与设计。
为便于读者加深理解教材内容，教材中的重点、难点内容都有相应例题，力求做到通俗易懂，便于教
学。
为进一步加强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新书中增加了具有启发意义的和综合应用的思考题和
习题。
习题量、内容和难易程度覆盖了不同层次学校的教学要求。
书末附有自我检验题和部分习题答案，以供校核。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2版）》可作为高等学校本科和高等工程专科电气类、自控类、电子类
及其他相近专业电子技术基础课程教材，还可供从事电子技术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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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电子系统中使用的小功率直流电源一般由电源变压器、整流、滤波和稳压四部分组成。
　　整流电路是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将交流电转变为脉动的直流电。
为了消除直流电　压中的纹波，常采用滤波电路。
负载电流小而变化不大时常采用电容滤波，负载电流大时则采用　电感滤波。
　　串联反馈式稳压电路实际上是一个闭环有差调节系统。
此时，电路的输入信号是基准电　压，输出电压的变化量经采样放大后加到同相比例放大器的反相输
入端，与基准电压比较、放大　后送到调整管进行调节，从而使输出电压达到基本稳定。
读者应当弄清稳压电路的稳压原理，并　会估算输出电压的调节范围。
　　集成稳压电路的种类很多，一般串联反馈式稳压电路的调整管工作在放大状态，功耗大，　效率
低。
为了提高效率、节省能源，可以使调整管工作在开关状态，组成开关型稳压电路。
关于　稳压电路控制的对象：串联型稳压电路是控制调整管的管压降，而开关型稳压电路是控制调整
导　通、截止时间的比例。
读者应当掌握三端集成稳压器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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