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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丰海主编的《嵌入式Linux系统应用及项目实践》首先详细讲述了嵌入式Linux系统应用的基础，然后
通过具体完整的实训项目对嵌入式Linux系统应用所需的基本技能进行覆盖。
本书的编写特色在于用具体完整的项目带动和引导学生完成整个嵌入式Linux相关应用领域的学习，并
且每个项目都有非常详细的讲解，此外还提供了源代码。

《嵌入式Linux系统应用及项目实践》不追求讲述所有的嵌入式Linux
技术，但追求完整地讲解每个具体的项目，特别适合高职高专相关专业的学生及其他初学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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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绝缘电阻。
 直流电压加在电容上，并产生漏电电流，两者之比称为绝缘电阻。
当电容较小时，主要取决于电容的表面状态，当容量大于0.1μF时，电容的绝缘电阻主要取决于介质
的性能，绝缘电阻越小越好。
 4）损耗。
 电容在电场作用下，在单位时间内因发热所消耗的能量叫做损耗。
各类电容都规定了其在某频率范围内的损耗允许值，电容的损耗主要由介质损耗，电导损耗和电容所
有金属部分的电阻所引起的。
 4.频率特性 随着频率的上升，一般电容的电容量呈现下降的规律。
 3.1.4电感 电感线圈是由导线一圈一圈地绕在绝缘管上，导线彼此互相绝缘，而绝缘管可以是空心，的
，也可以包含铁心或磁粉心，简称为电感。
用L表示，单位有亨利（H）、毫亨利（mH）、微亨利（μH），1H=103mH=106μH。
 1.电感的分类 按电感形式分类：固定电感、可变电感。
 按导磁体性质分类：空心线圈、铁氧体线圈、铁心线圈、铜心线圈。
 按工作性质分类：天线线圈、振荡线圈、扼流线圈、陷波线圈、偏转线圈。
 按绕线结构分类：单层线圈、多层线圈、蜂房式线圈。
 2.电感线圈的主要特性参数 1）电感量L。
 电感量L表示线圈本身的固有特性，与电流大小无关。
 2）感抗XL。
 电感线圈对交流电流阻碍作用的大小称为感抗XL，单位是【欧姆】。
它与电感量L和交流电频率厂的关系为XL=2πfL。
 3）品质因素Q。
 品质因素Q是表示线圈质量的一个物理量，Q为感抗XL与其等效的电阻的比值，即Q=XL／R，线圈
的Q值越高，回路的损耗越小。
线圈的Q值与导线的直流电阻，骨架的介质损耗，屏蔽罩或铁心引起的损耗，高频趋肤效应的影响等
因素有关。
 4）分布电容。
 线圈的匝与匝间、线圈与屏蔽罩间、线圈与底版间存在的电容被称为分布电容。
分布电容的存在使线圈的Q值减小，稳定性变差，因而线圈的分布电容越小越好。
 3.1.5二极管 二极管是一种具有单向传导电流的电子器件，外加电压时，具备单向电流的转导性。
一般来讲，晶体二极管是一个由P型半导体和n型半导体烧结形成的p—n结界面。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正向电压没有达到一定的值，二极管中也是没有电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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