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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第一版2003年12月出版至今已经5年，这5年正是我国高等学校深化教学改革如火如荼的5年，
本课程经历了新一轮改革，遇到许多新问题，在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上提出新的要求。
面对教学需要，我们对教材进行了较大篇幅的修订。
　　首先，为应对电子技术教学内容不断扩大的要求，在教材中压缩了电路部分内容，增强了电子技
术应用的内容。
根据电路分析基础的规律，按照分析方法的归类，将第一版中涉及正弦稳态分析的三章内容精简合并
成一章；第2章增加电路分析的网孔分析方法；将第一版第7章分成两章，半导体器件基础与二极管电
路单列一章，增加了二极管应用电路的介绍；直流电源放到第9章，加深了串联型稳压电源和开关稳
压电源的内容，便于内容的衔接；晶体管放大电路基础一章增加了频率特性内容；集成运算放大器及
其应用改名为模拟集成电路及其应用电路，增加了集成运算放大器核心单元电路——差分放大电路和
镜像电流源偏置电路，增加集成功率放大器及其应用电路内容；信号产生电路一章增加石英晶体正弦
波振荡电路内容，充实了非正弦振荡电路的定量分析；实验部分增加了4项实验内容。
　　其次，考虑到EDA技术应用已经比较普遍，将第一版第12章的内容归并到附录，不再单列一章
；A／D和D／A转换内容作为附录放到书末，不单列一章。
　　本书修订中还更新和补充了各章思考题与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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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路理论基础、模拟电子技术基础和电路与模拟电子技术实验。
书中着重基本慨念、基本原理和基本电路的分析与应用。
例题和习题除围绕上述重点外，还注意思考性、启发性，使读者能增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实验内容，提供了16项电路与模拟电子技术实验。
电路与模拟电子技术是计算机类专业的一门理论性、实践性都比较强的技术基础课程。
　　为提高渎者应用计算机辅助手段分析设计电子电路的能力，附录介绍了利用EWB进行电子电路分
析设计的方法。
　　《电路与模拟电子技术（第2版）》兼颐了深度和广度，适合计算机类专业及相关专业学科本、
专科学生使用，也可作为各种成人教育的教材。
《电路与模拟电子技术（第2版）》对于相关工程技术人员也是一本实用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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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59年第一块集成电路在得克萨斯仪器公司（TI）面世，开创了电子器件与电路（系统）新篇章
，在一小块半导体单晶上，制成多个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电阻、电容等元器件，并将它们
连接成能够完成一定功能的电子线路。
因此，集成电路是元器件和电路融合成一体的集成组件。
这一里程碑的成果获得了200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集成电路按其功能可分为数字集成电路和模拟集成电路两大类。
数字集成电路是用来产生和加工各种数字信号的集成电子线路。
模拟集成电路是用来产生、放大和处理各种模拟信号或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之间相互转换的集成电子
线路。
模拟集成电路种类很多，集成运算放大器是一种最常用的模拟集成电路，它是以差分放大器为主体的
非线性集成电路，这种非线性集成电路最初主要用于模拟计算机中实现运算功能，所以被称为集成运
算放大器。
其实它还可用来处理各种模拟信号，实现放大、振荡、调制和解调、模拟信号的加、减、乘、除以及
比较等功能，此外集成运算放大器还广泛地应用于脉冲电路。
因此，模拟集成运算放大器的意义已远远不止是“运算”了，但其名称却一直沿用至今。
　　本章首先对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外部特性和主要内部电路进行介绍。
然后重点介绍集成运算放大器应用电路的分析方法，在介绍分析方法的同时，给出一些典型的集成运
算放大器应用单元电路。
本章最后，介绍另一类模拟集成电路——集成功率放大器及其应用电路。
　　学习本章重点要掌握集成运算放大器在应用电路中所表现的特性，包括理想化的条件和特征；理
解运算放大器内部电路工作与其外部特性之间的联系；线性和非线性应用情况下集成运算放大器应用
电路的分析方法。
　　学习本章难点在如何判断集成运算放大器在应用电路中的工作状态，并选择适合的分析方法对电
路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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