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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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即“阅读电路图”；“选择电气元件”；“
分析电路原理或功能”；“设计电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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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工与电子技术（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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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力求达到学以致用。
《电工与电子技术（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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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工与电子技术（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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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工与电子技术（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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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换误差又称D／A转换器的绝对精度，而绝对精度与电压V之比的百分数，称为相对精度。
　　（3）转换时间。
转换时间又称建立时间或稳定时间，它是指D／A转换器，从接收数字量开始到输出电压达到与稳态
值相差士1／2LSB范围以内的这段时间，称为转换时间。
如ADC0832的稳定时间为1us。
　　D／A转换器在数字系统中用数一模转换外，还有着其他方面的应用，例如，用来组成一个可控
电源，将数字量经D／A转换成电压，再经功率放大后，得到一个能提供一定电流和电压的直流电源
；当改变输入数字量时，输出的电源电压将随之改变。
依照类似的方式也可构成产生不同频率、不同形状的各种波形的波形发生器。
　　22．1．2A／D转换　　模拟量与数字量（A／D）的转换在现代测量、控制及信号处理系统中有
着广泛的应用，转换的目的是，将一些物理量，如温度、压力、语音、图像等连续变化的模拟信号，
转换成能被数字系统处理的数字信号。
　　模拟量与数字量转换的方法很多，按工作原理的不同可分为两类：直接A／D转换和间接A／D转
换。
直接A／D转换是将输入的模拟量直接转换成为数字信号；间接A／D转换是将输入的模拟量先转换成
某种中间量，如时间、频率等，然后再将此中间量转换成数字信号。
　　1．A／D转换的要求　　将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要比数字信号转换成模拟信号复杂些，原因
是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时要经过采样一保持和量化、编码等几个步骤后才可完成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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