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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工电子实训(第3版工程创新型电子信息类精品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由肖俊武主编
，电工电子实训是一门实践性、实用性很强的课程。
本书以介绍基本工艺知识和电子产品装配技能为主，对电子产品制作过程及工艺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
，包括常用电子元器件识别、测量、选用及常见故障的判断与排除；常用仪器仪表的使用方法；印制
电路板设计与制作；电子产品的焊接及相关的实训选题、生产安全等。
在实训选题一章中，特别介绍了收音机的安装及调试；数字电路制作的电子门铃的安装及调试；集成
功放电路制作的音响放大器的安装及调试；无线话筒的安装及调试。
为了突出训练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与创新思维能力，有关知识点的理论性论述本书予以省略。

《电工电子实训(第3版工程创新型电子信息类精品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可作为高等学
校电子信息、通信工程、自动化、计算机、机电一体化等专业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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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上式可知，当波速一定时，频率与波长成反比，即频率越高，波长越短；频率越低，波长越长
。
无线电波的传播主要有四种途径：一是沿地面传播，叫地面波；二是在空间沿直线传播，叫空间波；
三是依靠电离层的折射和反射传播，叫天波；四是利用对流层的散射来传播。
并非所有的无线电波都同时具有这四种传播能力，而是视波长而定的，波长不同的无线电波在空间的
传播特性是不相同的。
传播分类如下。
1.地面波 地面波是沿着地球表面传播的波。
由于地球表面的电性质比较稳定，故地面波的传播比较稳定。
但因为地表是具有明显电阻的导体，所以当地面波贴着地面传播时，会在地表中感应出传导电流，电
流在地表电阻中会产生损耗，从而使其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地被地面吸收而逐渐减弱，也就是说将有一
部分能量被消耗掉。
这种损耗与波长及其他一些因素有关，波长越长，频率越低，则损耗越小，反之波长越短，频率越高
，则损耗越大。
所以中波和长波比较适合采用地面波传播，而短波以下由于在传播过程中衰减太快，而不宜采用地面
波传播。
2.空间波 空间波是指从发射端的天线发射出的电波在空间完全沿直线传播，直接到达接收端天线的电
波。
这种电波只要在传播途中没有碰到能吸收或反射电波的障碍物，其传播损耗是很小的。
但它有一个突出的弱点，就是传播距离较短。
这是因为地球的表面是一个球面而非平面，所以当它远距离传播时就会被球形的地球表面所阻挡。
因而空间波一般只能在50～60km的视距范围内传播。
空间波的传播距离与发射天线、接收天线的高度有很大关系，天线越高，则传播距离越远。
基于空间波稳定可靠的优点，调频广播、电视广播和很多通信都采用空间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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