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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省级精品课程配套教材。
本书将“电路基础”、“模拟电子技术”及“数字电子技术”有机地融为一体。
在保证必要的经典内容的同时，力求反映近代理论和先进技术；在理论与应用关系上，力求实用，以
应用为主。

　　本书共分3篇：第1篇为电路分析基础，内容包括电路的基本概念和定律、电阻电路分析、动态电
路分析和正弦电路分析。
第2篇为模拟电子技术，内容包括放大器件、基本放大电路分析、负反馈放大电路、集成运算放大电
路功率放大与直流电源。
第3篇为数字电子技术，内容包括数字逻辑基础、集成逻辑门电路、组合逻辑电路分析与设计、触发
器、时序逻辑电路分析与设计、脉冲波形的产生与整形以及现代电子电路分析与设计技术介绍。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计算机类、自动控制及电子技术应用等专业的本科生、专科生教材；也可作
为其他理工科各专业教材；还可供从事相关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为方便教师教学，本书配有教学课件，欢迎选用本书作为教材的老师索取，索取邮箱：llm7785@sina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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