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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由电子工业出版社组织编写的中等职业教育机电技术应用专业规划教材之一。
全书的主要内容包括：电工基础（交、直流电路基础）、电工技术（电能的生产与输送、电气设备、
安全用电）、模拟和数字电子技术等。
　　编者在本书的编写中力图体现以下特色。
　　1. 符合当前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和教材建设的总体目标，努力体现出“以能力为本位、以就业为导
向”的职业教育教材特色。
力求教材的基本内容体系与岗位的关键职业能力培养要求相对应，实现“与岗位、与生源相衔接”。
　　2. 增加教材内容的实用性，与职业技能鉴定的标准相结合，并同时兼顾考工的标准要求。
　　3. 适应专业技术的发展，努力体现教学内容的先进性和前瞻性，突出专业领域的“四新”（新知
识、新技术、新工艺、新的设备或元器件）。
　　4. 在教材内容的组合上，体现不同层次的教学要求，有利于组织分层教学。
　　本书为中等职业教育机电技术应用专业教材，也可供工科其他相关专业（如电气运行与控制、数
控技术应用等）使用。
本书配有实训教材《电工与电子技术技能训练》。
　　本书的总教学时数建议为60～80学时，推荐的两个教学方案见下表。
　　本书由李乃夫、梁志彪主编，其中第1篇、第2篇由李乃夫编写，第3篇、第4篇由梁志彪编写。
本书由程周担任本书的主审。
　　限于编者的知识与水平，书中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及同行给予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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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由电子工业出版社组织编写的中等职业教育机电技术应用专业规划教材之一。
全书的主要内容包括：电工基础（交、直流电路基础）、电工技术（电能的生产与输送、电气设备、
安全用电）、模拟和数字电子技术等。
    本书为中等职业教育机电技术应用专业规划教材，也可供工科其他相关专业（如电气运行与控制、
数控技术应用等）使用。
    本书配有实训教材《电工与电子技术技能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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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绪论　　导言　　本书是中等职业教育机电技术应用专业教材系列的其中一本，并配合有实训教
材《电工与电子技术技能训练》。
　　亲爱的同学，当您打开本书的时候，可能会想：　“电工与电子技术究竟讲些什么内容？
这门课程涉及哪些工作岗位，将会对我的择业产生什么影响？
”　　在本书的绪论部分将向您介绍：　　·电工与电子技术的发展历史；　　·电工与电子技术所
涉及的工作岗位；　　·电工与电子技术工作岗位的从业资格与职业道德。
　　1　电工与电子技术的发展　　电工与电子技术讲的就是“电”的应用技术。
　　人类很早就发现自然界电和磁的现象。
在我国古代，公元前2500年就知道了天然磁铁，公元前1000年就对罗盘有了文字记载。
限于当时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水平，这些记载往往都带上了神话的色彩，例如，在我国古代传说中，
打雷和闪电是因为雷公和电母在天上打鼓及晃动两面镜子所致。
　　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总是在与自然界斗争的过程中，不断地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不断地总结
经验和积累知识，从而建立起现代社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人对自然界电磁现象的科学认识以及对电能的开发利用，就是建立在18世纪末l9世纪初近代物理学的
分支——电磁学发展的基础上的。
　　科学技术是依靠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发展起来的。
在电磁学的发展史上有几个重要的标志。
1785年，库仑（法国）首先通过实验确定了电荷之问的相互作用力，使电荷的概念开始有了定量的意
义。
1820年，奥斯特（丹麦）与安培（法国）用实验证明了电流与磁场之间的关系，找到了磁现象的本质
所在。
著名的欧姆定律也是欧姆（德国）在1826年通过实验而得出的。
在此基础上，法拉第（英国）于1831年提出了著名的“电磁感应定律”，为电工与电子技术的发展奠
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现在看来，人类对电能的利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能源，二是作为信号。
这就基本形成了电能应用技术发展的两个方面：电工与电子技术。
电工与电子技术又互相交叉渗透、互相促进并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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