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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根据高等学校工科基础课电工、无线电类教材编写会议（1977年11月合肥会议）所制订的
“电子技术基础”（电力类）教材编写大纲编写的。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力图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来阐明本学
科的规律。
　　“电子技术基础”是电力工程类各专业的一门技术基础课，它是研究各种半导体器件的性能、电
路及其应用的学科。
从本学科内容大的方面来划分，本书上、中两册属模拟电子技术，下册属数字电子技术；前者主要是
讨论线性电路，后者则着重讨论脉冲数字电路。
　　教材中注意总结我们近年来的教学实践经验，加强了基础理论，如加强了半导体的物理基础和电
路的基本分析方法；同时也注意吸取国内外的先进技术，如加强了线性集成电路和数字集成电路（包
括中、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原理和应用，新增了电子电路的计算机辅助分析等内容。
　　在内容的安排上，注意贯彻从实际出发，由浅入深、由特殊到一般、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等原则。
通过各种半导体器件及其电路来阐明电子技术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分析方法。
对于基本的和常用的半导体电路（包括脉冲数字电路），除了作定性的分析外，还介绍了工程计算或
设计方法。
为了加深对课堂知识的理解，列举了若干电路实例，并配有一定数量的例题、思考题和习题。
　　在使用本教材时，请注意下列几点：　　（1）本课程是在学完普通物理学和电工原理的大部分
内容之后开设的，课程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衔接非常重要。
例如，在第一章 用能带理论来解释半导体内两种载流子——电子和空穴的导电规律时，应以普通物理
学中讲的固体能带理论为基础；又如在分析放大器时，既讨论了稳态分析（频域），也介绍了瞬态分
析（时域），在“运算放大器”一章中，又有积分、微分电路以及其他应用，这些内容应以电工原理
中的无源线性电路的瞬态分析为基础，只有配合得好，才能取得满意的效果。
　　（2）本教材是按课程总学时数约200（包括实验课等环节）而编写的，除了基本内容之外，还编
入了部分较深入的内容，这些内容均在标题前注有星号（*）或用小字排印，自成体系。
不同专业可按学时多少，由教师灵活选择，也可供读者自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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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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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教材
和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
前版曾获国家级优秀教材特等奖及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为适应电子信息时代的新形势和培养跨世纪电子技术人才的迫切需要，在第三版的基础上，经过教
学改革与实践，对其内容作了较大的修改。
精选了常规内容，增加了电子系统与信号的基本知识以及新器件、新技术方面的内容，其中包括应
用CAD技术对电子电路进行分析与设计的新方法。
重编了例题、复习思考题和习题，便于教学。
    本书分模拟与数字两部分出版。
数字部分包括：数字逻辑基础、逻辑门电路、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与设计、常用组合逻辑功能器件、
触发器、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和设计、常用时序逻辑功能器件、存储器和可编程逻辑器件、脉冲波形
的产生与变换、数模与模数转换器以及数字系统设计基础。
    本书由东南大学衣承斌教授主审。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电气信息类（包括原自动化类、电气类、电子类等）专业“电子技术基础”课
程的教材，也可供从事电子技术工程工作的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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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康华光教授（博士生导师），男，1925年8月出生，湖南衡山人。
中共党员。
195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电机工程学系。
毕业后留校任教，1953年院系调整到华中理工大学《原华中工学院》工作至今；1985年经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评审为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博士生导师。
曾任国家教育部《原国家教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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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 数字逻辑基础 引言 1.1 模拟信号与数字信号 1.2 数字电路 1.3 数制 1.4 二进制码 1.5 基本逻辑运算 1.6 逻
辑函数与逻辑问题的描述 小结 习题2 逻辑门电路 引言 2.1 二极管的开关特性 2.2 BIT的开关特性 2.3 基
本逻辑门电路 2.4 TTL逻辑门电路 2.5 射极耦合逻辑门电路 2.6 CMOS逻辑门电路  2.7 NMOS逻辑门电路
2.8 正负逻辑问题 2.9 逻辑门电路使用的几个实际问题 2.10 CAD例题 小结 习题 CAD习题3 组合逻辑电
路的分析与设计 引言 3.1 逻辑代数 3.2 逻辑函数的卡诺图化简法 3.3 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 3.4 组合逻辑
电路的设计 3.5 组合逻辑电路中的竞争冒险 3.6 CAD例题 小结 习题 CAD习题4 常用组合逻辑功能器件 
引言 4.1 编码器 4.2 译码器/数据分配器 4.3 数据选择器 4.4 数值比较器⋯⋯5 触发器6 时序逻辑电路的分
析和设计7 常用时序逻辑功能器件8 半导体存储器和可编程逻辑器件9 脉冲波形的产生与变换10 数模与
模数转换器附录A 美国标准信息交换码（ASCII）附录B 二进制数算术运算附录C TTL和CMOS逻辑门
电路的技术参数附录D 硬件描述语言ABEL及其开发软件ISP Synario附录E 电气图用图形符号二进制逻
辑单元（GB4728.12-85）简介附录F 常用逻辑符号对照表附录G 国产半导体集成电路型号命名法
（GB3430-82）参考文献部分习题答案索引（汉英对照）主编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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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引言伴随现代电子技术的发展，人们正处于一个信息时代，每天要从周围环境获取大量的信息，
例如，电视、广播、印刷媒体等为人们报道世界范围内所发生的各种事件。
这些信息通常是通过我们的感觉器官（眼、耳等）进入大脑，并被存储下来，以作进一步的分析。
　　在电子技术领域里，为了便于存储、分析和传输，常将模拟信号进行编码，即把它转换为数字信
号，利用数字逻辑这一强有力的工具来分析和设计复杂的数字电路或数字系统，为信号的存储、分析
和传输创造硬件环境。
　　数字逻辑几乎应用于每一电子设备或电子系统中。
计算机、计算器、电视机、音响系统、视频记录设备：光碟、长途电信及卫星系统等，无一不采用数
字系统。
　　本章首先介绍模拟信号与数字信号、数字逻辑的基本概念、数字电路的特点、分析方法及其测试
技术，然后讨论数制与码和数字逻辑的基本运算。
　　从本书模拟部分的讨论已知，模拟信号是时间连续、数值也连续的物理量，它具有无穷多的数值
，其数学表达式也较复杂，例如正弦函数、指数函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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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子技术基础（数字部分）》是根据高等学校工科基础课电工、无线电类教材编写会议（1977
年11月合肥会议）所制订的“电子技术基础”（电力类）教材编写大纲编写的。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力图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来阐明本学
科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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