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硬件电路设�>>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硬件电路设计精解>>

13位ISBN编号：9787121085475

10位ISBN编号：712108547X

出版时间：2009-4

出版时间：电子工业出版社

作者：陈永真，韩梅，陈之勃 著

页数：25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硬件电路设�>>

前言

　　一个普通的省属本科学校在历届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中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甚至竞赛名次
能够排在参赛的“211”学校、第一批本科学校之前是难能可贵的。
究其原因，除了学校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外，主要在于指导教师的敬业精神、扎实的理论基础和深厚
的工程实践功底。
?　　本系列丛书的编著者中有具有40余年电子兴趣爱好并兼具20余年电子技术专业从教经验的老教师
，也有“80后”的年轻教师，他们以活跃的思维和超群的实践能力完成了教学任务并参加了国家“863
”计划中的电动汽车等重大专项课题的研究。
这些人指导的参赛队伍在所参加的两届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中创造了两次国家二等奖、四次省特
等奖的优异成绩。
?　　本系列丛书将这些电子设计经验丰富的指导教师的设计经验、教训和处理问题的技巧整理成文，
以飨读者。
如果读者能够从本丛书中有所收获，将是笔者的最大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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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硬件电路设计精解》详细地讲述了电子元器件与基本电子线路；数字
控制与数字显示；放大器的设计；线性稳压、稳流与电子负载设计；函数发生器的设计；音频功率放
大器的设计；开关电源的设计与逆变器的设计，并给出了常规设计方法和非常规思路的设计方法。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硬件电路设计精解》读者对象为参加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的高校学生
、指导教师，也可以是电气、电子工程师，科研人员，或从事电子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和广大电子爱
好者，还可以作为大学生从校园到职场的技术领域的参考书。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为大学生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一个绝好机会。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硬件电路设计精解》作者将多年的科研、教学和产品研发的独特性设计思
路进行归纳整理，多次成功应用于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中。
这些独特的设计思路不仅对普通高校的电子设计竞赛指导教师有所帮助，而且可为大学生的工作实践
打下良好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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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电子元器件性能分析　　电子设计竞赛中需要应用各种各样的电子元器件。
尽管电子元器件从分类上主要有电阻器、电容器、电感器、二极管、晶体管、线性集成电路、数字集
成电路、开关、继电器、连接器等，但是每一种类型的电子元器件都有不同的特性，特别是二极管、
晶体管和线性集成电路，其种类很多，特性各种各样。
为了使所涉及的电子线路县有尽可能好的特性，就必须清楚地了解电子元器件的特性。
在这一章中，将主要分析二极管、晶体管和电容器的特性。
　　通过电子技术基础的学习，可以知道二极管的主要作用是整流、单向导电和稳压。
随着电子设计竞赛内容越来越丰富，二极管的作用也越来越多。
特别是在开关功率变换应用中，二极管工作于大电流、高电压的高速开关状态，这样其开关特性就不
能不考虑。
不仅如此，在一些工作电压不高的应用场合，需要二极管具有尽可能低的导通电压。
这些都是电子技术基础课程中没有详尽解释的，但在此仅对二极管的开关特性进行详尽的说明。
　　1.1.1　二极管的反向恢复特性　　二极管的反向恢复特性主要有反向恢复时间、反向恢复电荷、
反向恢复峰值电流和软度系数。
　　二极管的反向恢复特性如图1-1所示。
　　二极管是少数载流子导电器件，正向导通二极管在外电路施加反向电压后由于少数载流子的存在
而不能立即关断，需要将少数载流子消除干净方能关断。
导通的二极管的正向电流开始下降，当其电流下降到零时，由于二极管中的少数载流子仍然存在，所
以它仍保持导通，只不过变成了反向导通。
二极管的反向导通与电子技术基础中的二极管的反向阻断似乎是矛盾的，但是实际上，电子技术基础
课程中所涉及的仅仅是稳态过程或者忽略了少数载流子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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