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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何通过实践环节来培养工科大学生的创新意识以及如何更好地开展实验教学等问题已成为当前
高等院校工科专业教学改革的热点与难点问题。
&ldquo;教育部关于启动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精品课程建设工作的通知&rdquo;（教
高[2003]1号文件）中明确指出：&ldquo;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并重。
要高度重视实验、实习等实践性教学环节，通过实践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要大力改革实验教学的形式和内容，鼓励开设综合性、创新性实验和研究型课程。
&rdquo;但是，目前实验教材的现状却不客乐观，正式出版的实验教材品种很少；多数院校的实验教材
都是校内讲义，验证性实验内容偏多，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内容很少，不利于学生能力培养；优秀实
验教材不多，与理论教材相比尤其明显。
这样，众多学校很难选到合适的优秀实验教材。
鉴于上述情况，&ldquo;教育部高等学校电子信息与电气信息类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rdquo;与
高等教育出版社共同策划组织了示范性电工电子实验系列课程教材的建设项目，该项目以国家电工电
子教学基地院校为基础，发挥这些院校在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方面的示范作用，组织编写电工电子实
验系列教材。
2003年12月在云南大学召开了&ldquo;电工电子实验系列课程教学与教材建设研讨会&rdquo;，成立
了&ldquo;电工电子实验系列教材编审委员会&rdquo;（见附件）。
30余所院校的参会代表圈绕电工电子实践教学所涉及的知识点进行了充分研讨，确定了电工电子实践
教学基本要求，为实验教材的编写提供参考依据。
通过研讨达成了以下共识：（1）实验教学是非常重要的教学环节，是学生学习科技知识的重要手段
。
学生应能通过实验获取科学知识、验证相关理论、培养创新能力。
（2）从培养学生能力的角度，实验一定要单独设课，而且要有不同于理论课程的实验课程体系。
要改变依附于某一理论课程的原有模式。
（3）实验能力培养包含实验设计、测试与仪器使用、仿真、简单故障排除、数据分析、实验报告与
总结、查阅器件手册等方面的能力。
（4）实验教学应按基础性、设计性、综合性等不同层次、循序渐进地提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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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为高等学校工科电类专业编写的一本宽口径、厚基础的实验教材。
旨在加强学生基本实验技能的综合训练、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与工程设计能力。
全书共有6章。
第互章介绍测量技术、调试技术以及实验中故障的检测与排除等基本实验技能。
第2、3章分别是数字电路实验和模拟电路实验。
第4、5章依次为数字电路课程设计和模拟电路课程设计。
第6章给出了数字与模拟混合的综合性课程设计课题。
书中介绍了大量的新型集成器件及其典型应用，并有电子线路仿真实验和数字可编程与模拟可编程器
件实验。
 　　本书自成一体，可独立使用。
实验课题难易相宜，循序渐进，且多数课题具有一定的伸缩性，适于电类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学生
。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电子类、电气类、自控类、计算机类专业及其他相近专业电子技术实验和课程
设计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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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电子线路实验基础1.1电子测量技术测量是为确定被测对象量值而进行的实验过程。
在此过程中，人们借助专门的测试仪器，将被测对象的大小直接或间接地与同类已知单位进行比较，
取得用数值和单位共同表示的测量结果。
电子测量是指利用电子技术进行的测量。
电子线路中的电子测量则主要测量电子电路中的有关量值，属于弱电测量。
其测量内容包括下列几个方面：（1）电能量的测量。
主要是电压与电流的测量。
（2）电信号特性的测量。
主要是测量信号频率、相位、失真度以及逻辑状态等。
（3）电子电路性能的测量。
主要指增益（衰减）、灵敏度、幅频特性、相频特性等。
（4）电路参数的测量。
包括电阻、电容、电感、阻抗、品质因数以及电子器件的参数等。
电路参数的测量方法应该已在电路实验中掌握了，本书对电信号特性的测量将结合具体的仪器使用加
以介绍。
本节只讨论电子电路中电压、电流、增益和幅频特性、相频特性的测量方法。
1.1.1电压的测量方法电压是电路中两个不同节点间的电位之差。
如果其中一个节点为地电位，则可以测出另一个节点对地的电位（电平）。
电压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电参量之一。
许多电参量都可以视为电压的派生量。
各种电路的工作状态通常都是用电压来表征的，而且各种电子设备的信号也主要由电压来表示。
因此，电压测量是电参量测量的基础。
电压测量时要注意信号的频率和电压范围，以选择合适的电压表和正确的量程。
电压表通常采用高灵敏度直流电流表头串接适当电阻来构成。
测量时电压表是并接在被测对象上的，与被测对象呈并联关系。
因此，为减小对被测电路的影响、提高测量精度，电压表的内阻要很大（一般不小于20k1b／V）。
改变电压表的量程实际上就是改变其内阻，量程越大，内阻也越大。
电压的测量可分为模拟和数字两种方法。
前者采用模拟（指针）方式显示测量结果，后者采用数字方式显示测量结果。
因此，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后者增加了模／数转换器（ADC），先将模拟量变成数字量，再直接以
数字方式显示。
在用指针式（模拟）电压表测量电压时，要注意待测两点问电位的高、低。
若将表笔接反，将导致指针反偏，有可能损坏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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