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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高等学校电气信息类专业“模拟电子技术”课程的入门教材，是广西高等学校“十一五”
优秀教材立项项目，所对应的“模拟电子技术”课程为广西高校精品课程。
　　随着半导体技术的发展，模拟电子技术课程所涵盖的内容越来越多，但受限于新的教学大纲和学
生知识结构的变化，本课程的授课学时数却越来越少，该教材就是为了适应这种形势的需要而编写的
。
　　本书依据国家教委制定的电子、通信等专业《电子电路（I）、（Ⅱ）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在认
真分析研究了2000年以来出版或再版的若干国内外同类优秀教材的特长，在本书第l版（2003年由西安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基础上，结合多年教学体会，编写而成的，力求体现以下思路和特色。
　　1.由于场效应管在模拟电子电路、逻辑电路，特别是在近代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中已占据
主流地位，因此本教材加强了场效应管（尤其是：MOS场效应管）的教学内容。
为了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各类半导体器件及其构成的基本电路的工作原理，教材采用归类对比的教学
方法，把双极型晶体管（BJT）和场效应晶体管（FET）作为一个整体，贯穿到全书各章节。
例如，第2章根据各器件的工作原理、载流子的传输过程、伏安特性、主要参数和低频微变等效电路
模型等，把双极型晶体管（BJT）、结型场效应管（JFET）和绝缘栅型金属一氧化物一半导体场效应
管（MOS）归类后，整体介绍给读者。
第3章从晶体三极管放大电路的工作原理、晶体管的偏置方式、图解法和微变等效电路法人手，根据
晶体管放大电路的基本指标（电压放大倍数、电流放大倍数、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等），把BJT和FET
的各种组态电路归类成：共射极和共源极电路作为反相电压放大器，共集电极和共漏极电路相当于电
压跟随器，共基极和共栅极放大器相当于电流跟随器。
　　2.随着科技的发展，与分立元件电路相比，集成电路的优点十分突出。
用集成电路组成系统，省时、省力、省钱，性能好，可靠性高，所以必须充分重视集成电路的教学。
但重点应放在与集成电路引出端有关的内部单元电路上，应该摒弃以分立元件电路为主干的旧教学模
式，代之以集成电路芯片中常用的“基本单元电路”。
教材在第4章重点介绍模拟集成电路（Ic，In.tegrated（fircuits）中广泛使用的几种基本单元电路：恒流
源电路、有源负载放大器、差动放大电路和互补推挽功放输出级等。
第7章对双极型通用集成运算放大器和CMOS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内部电路做了典型分析。
编者认为，学习模拟电路首先要打好基础，这样才能有效地提高学生“读电路”的能力，做到灵活应
用集成电路，发挥好集成电路的作用。
学习分立元件电路的目的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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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是为了适应当前模拟电子技术基础课程的教学改革而编写。
教材内容包括：半导体基础及应用电路、双极型晶体管和场效应管原理、晶体管放大器基础、模拟集
成基本单元电路、放大器频率响应、负反馈技术、集成运算放大器及应用、直流稳压电源、电流模式
电路基础及应用、电流传输器，跨导运算放大器（OTA）原理及应用等。
    本书以“讲透基本原理，打好电路基础，面向集成电路”为宗旨，避免复杂的数学推导，强调物理
概念和晶体管器件模型的描述，加强了场效应管（尤其是MOS场效应管）的电路分析，充分重视集成
电路的教学。
在若干知识点的阐述上，教材有自己的个性特色，并在内容取舍、编排以及文字表达等方面都期望解
决初学者的入门难的问题。
另外为了帮助初学者更好的学习本书，对所述的基本电路利用EWB的电路设计软件进行了电路仿真，
同时还配有CAI的教学软件。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工科学生电子技术基础课程教材，也适用于广大电路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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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卫东，1956年2月生，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教授，中国通信学会高级会员。
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无线电物理专业。
1992年4月至1994年4月以客座研究员身份在日本东京武藏工业大学留学。
长期从事电子电路与系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先后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
 　　2006年获广西省首届“教学名师奖”，国家级“电子电路实验教学团队”主要成员。
主持的“高频电子电路”和“模拟电子电路基础”课程被评为广西省精品课程。
获省部级教学成果一等奖2项，获省部级优秀教材一等奖2项。
　　主编出版《高频电子电路》、《模拟电子电路基础》、《现代模拟集成电路原理及应用》等教
材4部。
其中《高频电子电路》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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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章首先介绍半导体的基础知识，介绍PN结的单向导电原理、PN结的击穿和电容效应，给出二
极管的伏安特性、主要参数和等效电路，然后讨论以PN结为基本结构的二极管的工作原理、特性、主
要参数、等效电路和应用电路。
　　1.1 半导体基础知识　　如果从物体的导电性方面考虑，固体材料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具有良好的导电性，称为导体，如铜、铝、铁、银等。
因为这类材料在室温条件下，有大量电子处于“自由”运动的状态，这些电子可以在外电场的作用下
，产生定向运动，形成电流。
导体的电阻率很小，只有10～10cm。
第二类是不能够导电的材料，称为绝缘体，如橡胶、塑料等。
在这类材料中，几乎没有“自由”电子，因此，即使有了外电场的作用，也不会形成电流。
绝缘体的电阻率很大，一般在10cm以上。
第三类是所谓的半导体，它们的电阻率介于导体与绝缘体之间，通常在10-10cm范围内，如硅、锗、
砷化镓、锌化铟等。
　　半导体之所以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并获得广泛的应用，不是因为它的电阻率介于导体和绝缘体
之间，而是因为它具有不同于导体和绝缘体的独特性质。
这些独特的性质集中体现在它的电阻率可以因某些外界因素的改变而明显地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3
个方面。
　　（1）掺杂性：半导体的电阻率受掺入“杂质”的影响极大，在半导体中即使掺入的杂质十分微
量，也能使其电阻率大大地下降，利用这种独特的性质可以制成各种各样的晶体管器件。
　　（2）热敏性：一些半导体对温度的反应很灵敏，其电阻率随着温度的上升而明显地下降，利用
这种特性很容易制成各种热敏元件，如热敏电阻、温度传感器等。
　　（3）光敏性：有些半导体的电阻率随着光照的增强而明显下降，利用这种特性可以做成各种光
敏元件，如光敏电阻和光电管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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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2版）》在第1版（2003年由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基础上，
分析研究国内外同类优秀教材的特长，结合多年的教学体会编写而成，力求体现以下思路和特色。
　　加强了场效应管（尤其是MOS场效应管）的教学内容。
采用归类对比的教学方法，把双极型晶体管（BJT）和场效应晶体管（FET）作为一个整体，贯穿到全
书各章节中。
　　以“讲透概念原理，打好电路基础”为宗旨，文字阐述详尽，图文并茂.公式简明易记，鲜有数学
推导，不仅易教更易读、易学。
　　充分重视集成电路的教学，重点放在与集成电路引出端有关的内部单元电路上。
以“边器件边电路边应用”的基本教学方法，在放大电路的分析中也按照先基础电路后实用变形电路
来编排。
　　简化对半导体器件内部物理过程的数学分析，重点放在器件的模型、参数和伏安特性上。
强调电路结构和元件取值的合理性。
电路的计算则用工程近似方法：抓住主要矛盾来进行工程估算，使之既不失设计计算的正确性和可靠
性，又能使分析和设计计算简单化。
　　加强与先修课程的联系。
把先修课程作为模拟电路课的有力工具，使学生掌握研究电路的统一方法，使所学的知识得到从具体
到抽象的升华。
　　除重点分析了集成运算放大器外，也适当介绍模拟集成电路的新技术——电流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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