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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为教育部高等职业教育示范专业规划教材，是根据高职高专人才培养目标和高职高专院校对
技术基础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以及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发展趋势编写的。
　　本书在内容取舍上以学生的“技术应用能力培养”为主线，详述“是什么”、“做什么”、“怎
么做”，简述“为什么”。
本书注重实践，强化应用，并注意引入新知识。
与现有的一些教材相比，具有以下特点：　　1.将模拟电子部分和数字电子部分合在一起，既有理论
教学内容，又有实践教学的内容。
　　2.在内容安排上，注意引入新知识、新内容，例如基础实验部分除列出了实验室操作实验外，还
安排了计算机仿真实验。
　　3.为突出学生实际动手能力的培养，编排了几个相对独立的技能训练项目，可作为项目教学时的
任务。
　　4.附录里编排的综合训练可作为课程配套的实训周内容或课程设计内容。
　　　　全书共分9章，建议安排120学时左右，另外最好有两周左右的综合实训。
　　本书由江苏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的庄丽娟老师担任主编，河南漯河职业技术学院的万琰老师、
江苏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的陆淑伟老师担任副主编，第1章由庄丽娟老师编写，第2章由万琰老师编
写，第3章由山东潍坊职业学院的王衍凤老师编写，第4章由江苏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岳东海老师
编写，第5、6章以及每章的基础实验由江苏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的朱丽霞老师编写，第7章由河南济
源职业技术学院的崔艳艳老师编写，第8、9章由陆淑伟老师编写。
由庄丽娟老师负责全书的最后修改和统稿工作。
　　江苏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的薛茂元老师认真审阅了本书，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表
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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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子技术基础》是根据高职高专人才培养目标和高职高专院校对技术基础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
，以及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发展趋势编写的。
在内容取舍上以学生的“技术应用能力培养”为主线，详述“是什么”、“做什么”、“怎么做”，
简述“为什么”。
《电子技术基础》注重实践，强化应用，并注意引入新知识。
　　全书共分9章，内容包括半导体器件、基本放大电路、集成放大电路、电源电路、数字电路基础
、组合逻辑电路、时序逻辑电路、波形产生与变换电路、数／模和模／数转换电路，书中同时给出了
电子技术的基础实验、技能训练和综合训练内容。
基础实验既包括实验室操作实验，又包括计算机仿真实验；技能训练是针对某一章具体内容，引入一
个较小的有一定完整性的“做什么”的内容；综合训练则是考虑模拟电子部分或数字电子部分内容学
习结束后的一个综合性练习，可作为课程配套的实训周内容或课程设计内容的参考。
　　《电子技术基础》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成教学院、技师学院的机电一体化技术、电气自动化技
术、计算机控制技术、电子信息工程技术、通信技术和计算机应用技术等专业的教材，还可以作为相
关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学习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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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半导休器件　　1.1 二极管　　半导体二极管在电子技术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核心是PN
结。
我们首先学习PN结的相关知识。
　　1.1.1 PN结　　1.半导体的基本知识　　（1）半导体的特性导电能力介于导体和绝缘体之间的物
质称为半导体。
目前用得最多的半导体材料是硅和锗，它们都是四价元素，具有热敏性、光敏性和掺杂性。
在纯净的半导体中掺入微量杂质，可显著提高其导电能力，根据掺入杂质的不同，可形成N型和P型两
种不同的杂质半导体。
　　（2）N型和P型半导体在硅（或锗）晶体中掺入微量的五价元素磷（P）或砷（As）形成的半导体
材料，导电主要靠电子，称为电子型半导体，简称N型半导体。
在硅（或锗）晶体中掺人微量的三价元素硼（B）或铟（In）形成的半导体材料，导电主要靠空穴，称
为空穴型半导体，简称P型半导体。
必须指出。
无论是N型半导体还是P型半导体，对外表现都是电中性的。
　　2.PN结及其单向导电性　　在一块完整的晶片上，通过一定的掺杂工艺，一边为P型半导体，另
一边为N型半导体，则在它们的交界处形成一个具有特殊物理性能的薄层，称为PN结。
　　（1）PN结正向偏置将P区接电源正极，N区接电源负极，称为PN结正向偏置，简称正偏，如
图1.1a所示。
由于外加电源产生的外电场方向与PN结的内电场方向相反，削弱了内电场，使PN结变薄，有利于两
区多子向对方扩散，形成持续的正向电流，此时PN结处于正向导通状态，表现为图1-la实验电路中灯
泡发亮。
　　（2）PN结反向偏置将P区接电源负极，N区接电源正极，称为PN结反向偏置，简称反偏，如
图1.1b所示。
由于外加电源产生的外电场方向与PN结的内电场方向一致，加强了内电场，使PN结加宽，阻碍了多
子的扩散运动，只有少子形成很微弱的反向电流，此时PN结处于反向截止状态，表现为图l-1b实验电
路中灯泡熄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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