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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电子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电子技术领域的新技术、新器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涌现，使
得电子技术实验、电子技术设计的手段曰新月异。
为了适应现今电子技术教学的需要，培养新型电子技术人才，深化电子技术基础课程的教学改革，我
们组织了一批一直站在教学第一线的专业教师，编写了本书。
　　本书突出体现了以中职学校电类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为根本，以毕业生职业岗位的能力要求
为依据。
同时也考虑到电子技术是一门技术基础课，需要为后续的专业课打基础，以适应电子技术行业的发展
要求充实新技术、新器件的内容。
本书涵盖国家职业标准中电子技术的知识及技能，并利用丰富的教学资源，对教学内容进行了科学的
整合。
本书具有如下特点：　　1.在内容安排上，结合中职学生的学习实际，将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综合在
一起，并对传统的电子技术基础教材所涉及的内容做了相应的调整和取舍，增加了一些新的元器件知
识和内容，力求做到让学生在掌握和理解相关的知识点的同时，也及时了解各种新的知识和技术。
　　2.在知识讲解上，注重学生理解能力、综合应用能力的培养。
本课程是一门综合性、基础性较强的课程，与将来学生要学习的各门专业课程联系紧密。
因此，本书强调对基础知识点的阐述和讲解，力求让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打下扎实的基础，为将
来的专业课程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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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按照《中等职业学校电子技术基础教学大纲》编写而成，并参照了本行业职业技能鉴定规范。
全书共分11章，主要介绍了常用电子元器件、半导体器件、基本放大电路、正弦波振荡器、功率放大
器、电源电路、调制与解调电路、数字电路的基础知识、组合逻辑电路、时序逻辑电路、数字电路的
应用等知识。
本书侧重介绍电子技术的一些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强调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以达到培养应用型技术
人才的目的。
    本书可作为中职学校电子电器类专业的基础教材，也适合初学者阅读和学习，可供职业高中和技工
学校相关专业选用，也可供从事电子设备与电子装置维修的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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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测量电容器的电容量可用电容表或万用表的电容挡。
通常情况下，电路对电容量的精度要求不高，因此无需测量实际电容量。
一般利用万用表的欧姆挡可以简单测量出电容器优劣情况，粗略地判断其衰减或失效的情况。
　　首先将万用表置于“及×1k”挡或“及×100”挡，黑表笔接电容器的正极，红表笔接电容器的负
极，在刚接触时，由于此时电容器的充电电流最大，因此万用表表头指针偏转角度最大，随着充电电
流减小，指针逐渐向及=00方向返回，最后稳定。
若表针摆动大，且返回慢，返回位置接近①，说明电容器电容量大，且电容量正常；若表针摆动虽大
，但返回时，万用表显示的欧姆值较小，说明该电容漏电流较大，漏电电阻相对较小；若表针不动，
则意味着电容器内部断路或已失效；若表针摆动很大接近0n，则表明电容器内部短路。
　　另外，当需要对电容器再一次测量时，必须将其放电后方可进行。
　　1.2.5 电容器的选择和使用1.选用电容器的原则　　（1）首先要满足电路对电容器主要参数的要求
，一般应根据需要，合理选择标称容量和误差等级；其次选择的电容器的额定工作电压应高于电容器
两端实际电压的1倍或2倍；另外优先选用绝缘电阻大、介质损耗小的电容器，注意在选用高频电路的
电容器时，还要考虑电容器的频率特性，一般优先选用高频特性好的云母电容器以及某些瓷介电容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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