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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电子工艺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
当前，随着电子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器件不断更新出现，对工程技术
人员的综合技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电子工艺是高职高专电子和自动化类专业的一门重要课程，应加强实践环节教学，培养学生深入了解
工程观念，提高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弥补从基础理论到工程实践之间的不足。
　　本书是根据电子产品生产工艺，参考信息产业部的“电子元器件检验员”考试大纲租劳动部《电
子器件检测工》职业技能鉴定的有关要求，结合电子企业技术人员的意见和企业的实际需求而编写的
，集电子工艺基础知识、电子CAD、焊接工艺（包括SMT技术）和学生实际制作于一体。
教材紧密结合高职高专教育特点，内容编排力求简洁明快、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学术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体现了“应用性、实用性、综合性和先进性”原则，重视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培养和训练，
突出内容的实用性和实践性，着重于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
　　本书适合于高职高专院校电子技术应用、应用电子技术、电子信息工程、电子工程、通信技术、
电子检测、计算机主板与维修、自动化等相关专业使用。
也可作为其他高等工科院校、中等职业学校电子类专业的教材，还可供有关教师与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
　　本书由刘任庆主编（第1、4章），彭铁牛（第2、3章）、刘小兵（第5、6、9章）、李家升（第7
章）、段楚凡（第8章）参编。
刘任庆负责全书的统稿、修改和定稿工作。
　　本书由汤光华审阅，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编者水平有限，书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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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子工艺》按照电子产品生产工艺，结合劳动部《电子元器件质量检验员》职业资格证书考试
的有关要求，主要介绍：电子元器件的符号、结构、作用及外观认识和元器件的质量检测；电子元器
件的焊接机理及焊接操作和质量监控；电子产品的装配工艺及文件的制作；电子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安
全防范；电子产品调试方法；最后通过收音机、万用表、MP3的组装实例，综合运用前面所学的知识
点，达到理论联系实际、学做合一的目的。
　　《电子工艺》编者由长期从事电子工艺教学与研究的学者、电子元器件质量检验人员和电子技术
应用技术人员组成，大量教学实例来自于生产实践和研究成果，既有较强的理论性，又具有鲜明的实
用性。
读者通过学习《电子工艺》，能全面了解电子产品的生产、安装、调试的整个过程，从而更好地掌握
相关技术与操作技能，并有助于读者通过相关职业资格证书的考试。
　　《电子工艺》可以作为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电子信息工程、应用电子技术、通信技术、电子检测
、计算机主板与维修、自动化等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中等职业学校电子类专业的教材，还可供
有关教师与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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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常用电子元件　　电子元器件是在电路中具有独立电气功能的基本单元。
元器件在各类电子产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常用电子元器件，如电阻器、电容器、电感器、晶
体管、集成电路和开关、接插件等，更是电子设备中必不可少的基本材料。
几十年来，电子工业的迅速发展，不断对元器件提出新的要求；而元器件制造厂商也在不断研究并采
用新的材料、新的工艺，不断推出新产品，使电子整机产品的制造技术经历了几次重大的变革。
在早期的电子管时代，按照真空电子管及其相应电路元件的特点要求，在设计整机结构和制造工艺时
，最主要考虑大的电功率消耗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散热问题，形成了一种体积较大、散热流畅的坚固结
构。
随后，因为半导体晶体管及其相应的小型元器件的问世，一种体积较小的分立元件结构的制造工艺便
形成了，才有可能出现称之为“便携”机型的整机。
特别是微电子技术的发展，使半导体器件和部分电路元件被集成化，并且集成度在以很快的速度不断
提高，这就使得整机结构和制造工艺又发生了一次很大的变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才有可能出
现称之为“袖珍型”、“迷你式”的微型整机。
例如，近五十年来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历史证明，在这个过程中划分不同的阶段、形成“代机”的主要
标志是，构成计算机的电子元器件的不断更新，使计算机的运算速度不断提高，而运算速度实际上主
要取决于元器件的集成度。
就拿人们熟悉的微型计算机的CPU来说，从286到586，从奔腾（Pentium）到迅驰（Centrino），这个
推陈出新的过程，实际上是半导体集成电路的制造技术从SSI、MSI、LSI到VLSI、ULSI（即从小、中、
大到超大、极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发展历史。
又如，采用SMT（表面安装技术）的贴片式安装的集成电路和各种阻容器件、固体滤波器、接插件等
微小型元器件被广泛应用在各种消费类电子产品和通信设备中，才有可能实现超小型、高性能、高质
量、大批量的现代化生产。
由此可见，电子技术和产品的水平，主要取决于元器件制造工业和材料科学的发展水平。
电子元器件是电子产品中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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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子工艺》编者由长期从事电子工艺教学与研究的学者、电子元器件质量检验人员和电子技术
应用人员组成，大量教学实例来自于生产实践和研究成果，既有较强的理论性，又具有鲜明的实用性
。
　　《电子工艺》以电子元器件的认识、测量及产品的安装与调试工艺为主线，从基础知识、工艺技
能及实训操作三个方面，对电子产品生产工艺进行了全面阐述。
　　《电子工艺》举例丰富，在知识的讲解上，紧密结合实际生产工艺，使读者不仅有理性认识，还
有丰富的感性认识。
在最后一篇还特别安排了三个综合性的实训实例，学生通过《电子工艺》的学习将真正做到学做合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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