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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Paul Horowitz是美国哈佛大学物理系与电子工程系的教授。
他在哈佛任教物理学与电子学的同时，首开了哈佛的实验电子学课程。
Winfield Hill是一位研究科学家，并且是Rowland科学研究所电子工程研究室主任。
他们两位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现代电子电路设计理论及其在其他方面的应用研究，并均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
由这样两位在电子学领域内颇有建树的知名大师级专家合著的TheArt of Electronics，已被公认是在模拟
与数字电子电路设计方面的一本权威教材与工程参考书。
该书的英文版已在世界范围内发行超过了125 000册，并已被翻译成8种其他语言文字。
　　该书是作者根据自己在哈佛大学电子学实验室讲授电子学课程的讲稿改编的。
与众多传统电子学教材大为不同的是，本书通过强调由电路设计者使用的实际方法，即由一些基本电
路定律、经验准则与大量实用电路设计技巧相结合，将实用物理学家的实用研究方法与工程师的量化
分析方法相结合，用这种简明的方法来探讨电路设计的基本原理。
它对应的结果是给电子学课程的教学带来了一场巨大的变革；产生了一种不需要大量利用数学工具进
行电路设计的简捷方法。
这种方法着重激发学习者对电子电路的灵感，并能对电路数值与特性进行简化估算。
该书已被世界上许多大学的电气、电子、通信、计算机等相关专业选为本科或研究生的电子学、电子
技术应用、电子电路设计等课程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
由于该书的新版本仍保留了原版中的通俗易懂性，数学分析理论很少，因此也可作为那些从未接触过
电子学的初学者的一本电子电路设计的学习用书或参考书，并能引导他们最终设计出性能优越的电子
电路。
　　该书内容全面，阐述翔实透彻。
它不仅涵盖了经典电子学通常研究的全部知识点，而且还补充了有关数字电子学中大量较新的应用及
设计方面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电路的基本元器件（含晶体管与场效应管）、反馈与运算放大器、有
源滤波器与振荡器、稳压器与电源电路、精度电路与低噪声技术；书中也包括了数字电子学中的各种
数字逻辑电路、数／模转换和模／数转换、锁相环、伪随机码序列与数字噪声产生、小型计算机、微
型计算机以及微处理器等的基本原理及应用。
此外，本书还讨论了高频放大器、射频通信调制电路设计、低功耗设计、带宽压缩以及信号的测量与
处理等重要电路的设计。
与一般电子学教材不同的是，本书还对有关电子电路制作工艺设计方面的具体问题进行了通俗易懂的
阐述。
书中包含大量的实用电子电路的分析与设计实例、大量的图表资料以及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有关附录。
每一小节中均附有习题，以巩固相应知识点。
　　该书是作者为本科生全年的电子电路设计课程而编写的，而在我国高校的电子信息类等相关专业
的课程体系中，电子电路（其中包括高频电路和低频电路）或电子技术的课程一般不超过100学时。
因此，在选用本书作为教材时需对相应内容进行一些取舍。
此外，由于该书毕竟初版于1980年，改版于1989年，而现代微电子、集成芯片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日
新月异，所以该书中的一些内容以及涉及芯片的应用就显得时过境迁了。
因此，对于第4章、第8章和第9章，尤其是对于第10章和第11章中的内容的学习，更需注意精选取舍。
承担本书审校工作的吴利民教授曾在国外用英语讲授近两年的高、低频电子线路和电子学课程，在此
期间以及在国内的长期双语教学过程中均参考了该书英文版的许多内容。
因此，译者可为选用该书作为教材的同行提供一些参考意见，并相互学习以取长补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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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子学（第2版）》是哈佛大学的经典教材，自出版以来已被译成多种语言版本。
《电子学（第2版）》通过强调电子电路系统设计者所需的实用方法，即对电路的基本原理、经验准
则以及大量实用电路设计技巧的全面总结，侧重探讨了电子学及其电路的设计原理与应用。
它不仅涵盖了电子学通常研究的全部知识点，还补充了有关数字电子学中的大量较新应用及设计方面
的要点内容。
对高频放大器、射频通信调制电路设计、低功耗设计、带宽压缩以及信号的测量与处理等重要电路设
计以及电子电路制作工艺设计方面的难点也做了通俗易懂的阐述。
《电子学（第2版）》包含丰富的电子电路分析设计实例和大量图表资料，内容全面且阐述透彻，是
一本世界范围内公认的电子学电路分析、设计及其应用的优秀教材。
　　《电子学（第2版）》可作为电气、电子、通信、计算机与自动化类等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基课程
教材或参考书。
对于从事电子工程、通信及微电子等方面电路设计的工程技术人员，也是一本具有较高参考价值的好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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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霍罗威茨，哈佛大学物理学教授，在哈佛讲授物理学与电子学，首创了哈佛大学的实验电子学课
程。
他的研究兴趣广泛，涉猎观测天体物理学、X射线与粒子显微技术、光干涉测量技术以及外星人探索
等研究领域。
作为已有60篇科技论文与报告的作者，他不仅广泛地为工业和政府部门做咨询顾问工作，而且还设计
了大量的电子与摄影仪器设备。
　　winfield Hill，一们研究（型）科学家，最Rowland科学研究所（由Edwin land创立）电子工程研究
室主任，研究人眼彩色视觉生理学与现象学。
他原在哈佛大学工作，曾在那里设计了100多种电子科学仪器。
之后，他创立了海洋数据（Sea Data）公司，作为首席工程师设计了约50种用于海洋学研究的仪器，并
进行了大量深海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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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9.3.3 时域（平均)D／A转换器9.3.4 乘法D／A转换器9.3.5 如何选择D／A转换器9.3.6 模／数转换
器9.3.7 电荷平衡技术9.3.8 一些特殊的A／D和D／A转换器9.3.9 A／D转换器选择9.4 A／D转换示例9.4.1
16通道A／D数据采集系统9.4.2 3.1 ／2位数字电压计9.4.3 库仑计9.5 锁相环9.5.1 锁相环介绍9.5.2 锁相环
设计9.5.3 设计实例：倍频器9.5.4 锁相环的捕捉和锁定9.5.5 锁相环的一些应用9.6 伪随机比特序列及噪
声的生成⋯⋯第10章 微型计算机第11章 微处理器第12章 电气结构第13章 高频和高速技术第14章 低功
耗设计第15章 测量与信号处理附录参考书目中英文术语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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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5.1 稳压源　　图2.75显示了一个非常普通的电路结构。
R1用于保持Q1导通；当输入高达10 V时，Q2才进入导通（基极处于5V），它通过阻止Q1的基极电流
来阻止输出电压的上升。
通过用一个电位器替代R2与R3，来实现电源稳压。
这实际上是一个负反馈的实例：Q2“观察”着输出，如果输出不是处于合适的电压上，Q2就要做相
应调整。
　　2.5.2 温度控制器　　如图2.76所示，它是一个基于热敏电阻感应元件的温度控制电路，这里的热
敏电阻是一种电阻值随温度变化的元件。
差分达林顿管Q1-Q4将可调整的参考分压器R4-R3与由热敏电阻及R2构成的分压器相比较（通过比较
由同一电源供电的比值，这种比较对于电源的变化是不灵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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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子学（第2版）》第一版通俗易懂，已获得普遍好评并被广泛采用。
新版本重写了关于微计算机与微处理器的章节，并着重修改了数字电子学、运算放大器与精度计算以
及电路构造工艺等内容。
对相应的表格也进行了修改和扩充。
并且，书中新增了关于有源滤波器设计、开关电容滤波器、正交振荡器、低下降稳压器、开关电源、
消弧电路、隔离放大器、SCR锁存电路、地电位漂移、动态功率损耗、光电子学、RS-232接口电路、
调制解调器、存储器芯片、简略归零、调幅检波、电池特性和传感器的线性化等内容的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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