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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为适应21世纪对电子技术应用型人才的需要而编写，编者力求突破以学科为体系的传统教
材模式，尝试用新的结构体系、新的教学方案、新的表现形式、新的阐述方法来体现近年来电子行业
职业技术教育改革成果，构筑以实际应用为重点的新课程体系，以适应目前中等职业教育电子信息类
专业基础课课程改革的要求。
本教材的编写具有以下特点：　　1．以工程应用为重点，体现就业教育的方向性　　本教材编写体
现了职业教育以就业为导向，以职业能力为本位的教学改革理念，根据对中职毕业生到一线现场从事
技术工作的岗位需求分析，各章节都列出明确的教学任务。
教材的编写充分考虑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注重对学生进行工程应用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
教材中的“应用实例”和“应用提示”具有工程背景，力求在实践性、实用性和针对性方面凸显鲜明
的职业教育特点。
　　2．以行业技术发展为依据，注重教学内容的适时性　　根据当前电子技术的工程应用实际，适
当介绍相关的新技术、新方法、新器件，简化分立元件电路的介绍，突出集成电路的应用，特别是加
强了对集成运放电路的介绍，这是考虑到传统的直流放大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集成运放取代；精简
分立功率放大器的内容，加强对功率集成电路功能和应用的介绍；在稳压电源方面，以介绍三端稳压
器的应用为主。
在数字电路方面，触发器、组合逻辑电路、时序逻辑电路主要介绍以集成芯片为核心的逻辑功，能电
路。
删减了一些目前已应用很少的知识内容，例如变压器耦合功率放大器、分立元件直流放大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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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子线路》参照教育部颁布的中等职业学校电子线路教学大纲编写，同时参考了相关行业的职
业技能鉴定规范。
《电子线路》的主要内容包括半导体器件、放大电路基础、常用放大器、直流稳压电源、正弦波振荡
器、高频信号处理电路、数字电路基础、组合逻辑电路、集成触发器、时序逻辑电路、脉冲波形的产
生与变换以及与理论知识相配套的实践技能训练项目。
教材中的“应用实例”和“应用提示”具有工程背景，在实践性、实用性和针对性方面凸显了鲜明的
职业教育特色。
　　《电子线路》表述简约清楚，通俗易懂，重点突出，教学内容贴近生产实际，贴近岗位需求，适
宜中等职业教育信息类专业学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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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5．3．1 变压器耦合式LC振荡器5．3．2 三点式LC振荡器5．4 石英矗体振荡器5．4．1 石英晶体谐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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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4．2双谐振放大器　　为了提高谐振放大器选频特性或改善通频带，可以采用具有两个LC选
频回路的双谐振放大器。
双谐振放大器一般有互感耦合和电容耦合两种形式，如图3—51（a）、（b）所示。
图3—51（a）所示为互感耦合双谐振放大器，它与单谐振放大器的不同之处在于：用L、C谐振电路来
代替单谐振电路的二次绕组。
一、二次侧之间采用互感耦合，即改变L1与L2之间的距离或磁心位置即可改变它们的耦合程度。
图3—51（b）所示为电容耦合双谐振放大器，通过外接电容Ck来改变两个谐振回路之间的耦合程度。
　　现以互感耦合电路为例来说明双谐振放大器的工作原理。
设L1C1、L2C2两个回路分别谐振在中心频率f0临近的两侧。
当输入信号经变压器T1加在三极管b、e之间产生电流i，经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后，集电极电流i经
过L1C1并联谐振回路产生谐振。
此时，L1中电流由于互感耦合的存在，在二次侧L2上感应出一个电动势，经过L2C2回路的并联谐振作
用，在二次回路产生最大的输出电压输出到负载R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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