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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为工科非电类专业本、专科生，学习电工技术、电子技术课程而编写的教材。
书中内容以教育部1995年颁发的电工技术、电子技术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为依据，并在此基础上有扩展
和加深，目的是使教材能更好地适应现代宽口径人才培养的需要和工科非电类专业对电工技术、电子
技术课程教学的要求。
为达此目的，编写时作者对书中内容遵循如下两个原则：（1）考虑到电工技术、电子技术是一门技
术基础课程，课程的这个性质决定了课程的内容应具有基础性和普遍适用性，特别是近年来许多非电
类专业的专业技术与电工技术、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结合得日益紧密，为了能给专业用电打下良好
基础，本教材在编写时力求将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分析方法的讲述作为各章、节的重点
，以便使读者能具有较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使读者能在电工技术、电子技术方面具有
继续学习的能力，为此，本书中所讨论的问题均本着道理应讲清楚、原因应说明白，事件的过程应有
一个清楚的交代。
叙述过程要力求做到简明、易懂，准确无误。
（2）由于电工技术、电子技术课程又是一门应用类型的课程，因此，加强应用知识的介绍，学以致
用是本教材编写时着重考虑的另一个问题。
为了使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能运用基本知识与分析方法去解决一些问题，本教材
中根据不同的章、节，不同的要求引入了一些&ldquo;案例&rdquo;、即&ldquo;阅读电路图&rdquo;
；&ldquo;选择电气元件&rdquo;；&ldquo;分析电路原理或功能&rdquo;；&ldquo;设计电路&rdquo;等。
安排这样一些内容的目的是使读者能够将所学的一个个知识点，汇集成一个知识链，从而能建立起完
整的系统（或工程）的概念，有利于提高分析问题和综合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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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为工科非电类专业编写的、用于讲授电工技术、电子技术课程使用的教材。
编写时按通用教材要求考虑，因而内容丰富、适用面广。
本教材特点是加强基础，增强应用，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力求达到学以致用。
本书上册为电工技术部分，主要内容有电路元件与电路定律、电路分析方法、正弦交流电路、周期性
非正弦电流电路、电路中的谐振与电路的频率响应、三相交流电路、电路的暂态过程、磁路、交流铁
心线圈与变压器、电动机、继电器控制、可编程[序]控制器(PLC)、供电与安全用电和电工测量等。
本书下册为电子技术部分，主要内容有二极管、晶体管、基本放大电路、集成运算放大器、集成运放
的应用、数字电路的基础知识、组合逻辑电路、时序逻辑电路、脉冲信号的产生与整形、大规模集成
电路和电源等。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工科非电类专业本、专科教学用教材或参考书，对相关的工程技术人员亦有
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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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继电器广泛应用于生产过程自动化的控制系统及电动机的保护系统。
继电器主要用于通、断控制电路。
继电器的触点通、断的电流值比接触器的小，一般没有灭弧装置。
继电器的另一个特点是其输入信号可以是电信号（如电压、电流）也可以是非电信号（如温度、压力
等），但输出量与接触器相同，都是触点的动作。
继电器的品种很多，按动作原理分类如下。
（1）电压继电器及中间继电器这类继电器当它的吸引线圈上所作用的电压值达到规定值时动作。
电压继电器主要作为电动机失压保护或欠压保护用。
中间继电器的触点数量较多，通过它可以增加控制回路数或起信号放大作用。
（2）电流继电器结构与电压继电器类似。
只有当它的吸引线圈中的电流达到规定值时，触点动作。
电流继电器的吸引线圈通常串联于被控电路之中，主要用于过载及短路保护或直流电动机磁场控制及
失磁保护等。
（3）时间继电器这种继电器的特点是，自吸引线圈得到信号起至触点动作中间有一段延时。
时间继电器一般用于以时间为函数的电动机起动过程控制。
（4）热继电器这种继电器触点的动作不是由电磁力产生的，而是通过受热元件产生的机械变形，推
动机构动作来完成的。
这种电器用于负载的过载保护。
继电器的种类很多，常用的继电器工作原理将结合有关的控制电路进行介绍。
任何一个生产机械设备用电气控制其工作时都有这样要求，即如何将设备开动起来、开动后如何保持
运转、如何停止运转。
这样的控制简称为起一保一停控制。
为便于理解电气控制电路的工作原理，将电气设备用一些特定符号表示，这种用符号连起来的电气控
制电路图，称为电气控制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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