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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当前电子技术发展的趋势和21世纪对人才能力培养的要求，针对普通高等本科院校学生的具
体情况，依据教育部高等学校电子电气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最新修订的“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结合作者多年的教学改革成果和教学经验，本着“精选内容，注重应用，启发创
新”的原则编写了本教材。
在编写时，我们主要考虑了以下几点：　　1.精选教学内容、深浅适度、主次分明、详略恰当，在内
容的阐述方面，以物理概念为主，突出实践性、实用性，力求做到文字通顺流畅、通俗易懂，以便学
生学习。
　　2.充分吸收新概念、新理论和新技术，妥善处理传统内容的继承与现代内容的引进，在保留传统
的基本内容基础上，突出集成电路的应用和现代电子技术内容。
如增加音频集成功率放大电路、集成函数发生器、集成开关稳压器等的应用。
引入Multisim9仿真实例，仿真围绕教学的基本要求和重点内容进行。
　　3.突出电子技术的应用性、实践性，强化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本书一方面注重基础理论知识的
传授，另一方面更注重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提高。
在内容的安排上，增加了许多实用和最新内容，如信号测量放大器、隔离放大器、开关电容滤波器等
。
　　4.参考了国内外近年出版的优秀教材，并总结多年来教学体会，每小节内容后附有针对本节内容
的复习思考题，每章后附有自测题，精选了许多具有实用性的例题和习题，书末附有大部分习题的参
考答案，其题源丰富，覆盖面宽，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启发性、指导性和补充性。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电气信息类专业模拟电子技术基础课程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也可作为工程
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本教材建议授课学时为60学时左右，部分章节内容，各校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参加本书编写的教师多年从事电子技术课程体系、课程内容的教学改革与实践，具有丰富的模拟
电子技术课程的教学经验。
山东理工大学李震梅教授组织了本书的编写，制订了详细的编写提纲，并负责全书的统稿。
全书共12章，其中第1、4章由申晋编写，第2、3章由刘雪婷编写，第5、6章由董传岱编写；第7章由董
传岱、白明共同编写。
第8、9、10章由李震梅编写；第11章及附录由白明编写，杨雪岩参加了第2、10章的编写。
　　本书由国防科学技术大学高吉祥教授审阅，他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和建议；本书的编写还得到
了山东理工大学电工电子教研室全体老师的大力支持，编者在这里一并向他们表示感谢。
在编写过程中参阅或引用了部分参考资料，对其作者我们也表示衷心的感谢。
　　限于编者的水平，本书中不妥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望读者及同行老师们给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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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依据教育部高等学校电子电气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最新修订的“模
拟电子技术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结合作者多年的教学改革成果和教学经验，本着“精选内容，
注重应用，启发创新”的原则而编写。
主要内容包括：半导体二极管及其应用电路，双极型三极管及其放大电路，场效应管及其放大电路，
放大电路的频率响应，功率放大电路，集成运算放大器，负反馈放大电路，信号的运算、测量及处理
电路，波形发生及变换电路，直流电源，模拟电子电路的Multisim仿真。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概念阐述清楚，深浅适度，通俗易懂，突出应用，便于自学，在体现科学
性、先进性、系统性方面具有特色。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可作为高等学校电气信息类专业模拟电子技术基础课程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
也可作为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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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8.4 信号测量放大电路8.4.1 三运放测量放大器8.4.2 可变增益放大器8.4.3 隔离放大器8.5 信号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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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9.2.1 RC桥式正弦波振荡电路9.2.2 RC移相式振荡电路⋯⋯第10章 直流电源第11章 模拟电子电路
的Multisim仿真部分习题自测题参考答案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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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雪崩击穿　　雪崩击穿的物理过程是这样的：当PN结反向电压增加时，空间电荷区中电场
随着增强，通过空间电荷区的电子和空穴，在电场作用下获得很大的能量，在运动中不断与晶体原子
发生碰撞，当电子和空穴的能量足够大时，通过这样的碰撞，可使价电子激发，形成电子一空穴对，
这种现象称为碰撞电离。
新产生的电子和空穴与原有的电子和空穴一样，在电场作用下，获得能量，又可通过碰撞，再产生电
子一空穴对，这就是载流子的倍增效应。
当PN结反向电压增加到一定数值后，载流子的倍增情况就像在陡峻的积雪山坡上发生雪崩一样，载流
子增加得多而快，使反向电流急剧增大。
　　（2）齐纳击穿　　齐纳击穿的物理过程是这样的：在加有较高的反向电压下，PN结空间电荷区
中存在一个强电场，它能够直接破坏共价键，将束缚的价电子拉出来形成电子一空穴对，因而形成较
大的反向电流。
齐纳击穿一般发生在杂质浓度大的PN结中，因为杂质浓度大，空间电荷区内电荷密度也大，因而空间
电荷区很窄，即使反向电压不太高，在PN结内可形成很强的电场，引起齐纳击穿。
　　一般整流二极管掺杂浓度不很高，它的电击穿多数是雪崩击穿。
齐纳击穿多数出现在特殊的二极管中，如稳压二极管。
由于击穿破坏了PN结的单向导电性，所以使用时应尽量避免出现击穿。
　　必须指出，上述两种电击穿过程是可逆的，这就是说，当加在PN结两端的反向电压降低后，PN
结仍可以恢复原来的状态。
但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反向电流和反向电压的乘积不超过PN结容许的耗散功率，超过了就会因热量
散不出去而使PN结温度上升，直到过热而烧毁，这种现象就是热击穿。
电击穿往往可为人们所利用（如稳压二极管），而热击穿则是必须避免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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