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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电工电子技术是高职高专院校一门非常重要的专业基础课，既有一定的理论性，又有很强的实用
性。
以往的教材大多注重理论性，没有很好地体现实用性，不能满足当前技能型、实用型人才的培养需要
。
为使教材更好地服务于教学，我们按照教育部最新的职业教育教学改革要求，结合多年的教学经验编
写了本书。
　　本书将电工电子整个知识体系分成11章，内容包括直流电路、正弦交流电路、三相交流电路、变
压器、半导体器件、交流放大电路、集成运算放大电路、直流稳压电源、数字逻辑电路、时序逻辑电
路、555定时器。
每章设置了一些典型的习题，学以致用，锻炼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的技能。
在实际操作任务中锻炼学生的电路设计、接线、焊接、线路板制作技能，以及常用仪表的测量技能。
　　本书具有以下特点。
　　（1）根据高等职业教育的教学规律和新特点，合理确定学生应具备的知识结构与能力结构，规
划出基本知识内容体系，同时设置知识拓展来反映知识延伸部分，既可作为教师的教学参考，也可作
为学生拓宽知识的途径。
　　（2）本书的编者多年从事电工电子技术课程教学与实践活动，充分利用多年的教学与实践经验
，使教材内容叙述语言准确、简练，将问题分析化难为简，易于理解；知识点分门别类，条理清晰，
便于记忆，既便于教师教学又便于学生学习。
　　（3）在总体内容组织上，利用图表总结相同类型的知识项目，通过小提示、小思考等项目体现
重点、难点及注意事项，通过图片体现电气结构及应用技术，通过知识拓展体现知识延伸部分。
整个教材模式更加生动，认知环境更为直观。
　　本课程的参考教学课时数为70～90学时。
　　本书由刘春梅主编，许光磊、王克甫副主编。
绪论由长沙职业技术学院李业华编写；第1、2章及实验12.1～12.3由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许光磊编写
；第3章及实验12.4～12.5由河南工程学院王克甫编写；第4章由株洲职业技术学院陈琨编写；第5章、
第8、9章、实验12.6～12.7、12.10及附录由株洲职业技术学院刘春梅编写；第6、7章及实验12.8～12.9
由株洲职业技术学院李二喜编写；第10、11章由株洲职业技术学院兰新武编写。
本书在编写的过程中得到了株洲职业技术学院欧阳波仪、唐利平的大力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机电类专业、机械制造类专业、自动化类专业、电子信息类专业、设备
维护类专业等的教材，也可作为应用型本科、成人教育、电视大学、函授学院、中职学校、培训班的
教材以及企业工程技术人员的自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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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将电工电子整个知识体系分成11章，内容包括直流电路、正弦交流电路、三相交流电路、变压器
、半导体器件、交流放大电路、集成运算放大电路、直流稳压电源、数字逻辑电路、时序逻辑电路
、555定时器。
每章设置了典型的习题，学以致用，锻炼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的技能。
在实际操作任务中锻炼学生的电路设计、接线、焊接、线路板制作技能，以及常用仪表的测量技能。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机电类专业、机械制造类专业、自动化类专业、电子信息类专业、设备维
护类专业等的教材，也可作为应用型本科、成人教育、电视大学、函授学院、中职学校、培训班的教
材以及企业工程技术人员的自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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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0.1 电能的应用与特点　　现代人无法想象，如果没有电，世界将是什么样子！
然而，迄今为止，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无电的状况下度过的。
　　1785年库仑发现了电荷间的相互作用；1820年奥斯特发现了电流周围存在磁场；1831年法拉第发
现了电磁感应定律，并创造了世界上第一台感应电动机，从此人类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伟大的电气
时代。
科学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人类经过了100多年的不懈努力，已使电技术得到了巨大、深刻的发展，并
继续向更高新、更尖端的技术迈进。
电技术的发展水平和电气化的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发达的主要标志。
　　电技术的发展使电能得到了极其广泛的应用，现代工业、农业、交通运输、通信、国防、科研及
日常生活的各方面无一不在应用电能。
电能之所以得到如此广泛的应用，是因为它具有如下一些突出的优点。
　　（1）转换容易水能、热能、原子能等通过发电设备可转换为电能，如利用水轮发电机和汽轮发
电机可分别把水能和热能转换成电能。
电能则很容易转换成机械能、热能、光能及化学能等。
通过电动机械可把电能转换成机械能，如工业生产中的机床、起重机、轧钢机；农业生产中的电力排
灌设备；粮食和饲料加工设备；交通运输中的机动车、电车；家用电器中的风扇、洗衣机、空调器等
，都是用电动机作动力的。
通过电炉和电灯可把电能分别转换成热能和光能。
　　（2）输送经济利用高压输电线路可以很方便地将电能输向远方；若是热能，则需经管道传送蒸
汽或长途运送燃料。
前者较之后者，不但传输设备简单，而且传输效率高，有利于节约资源。
现在，我国已建有50万伏的超高压输电线路，输电距离达数千千米。
　　电能较之其他形式的能量还具有容易分配的特点：通过高低压输电线，可方便地将电能输入每个
工矿企业和千家万户，送到每个需要电的角落。
　　（3）控制方便电流的速度等于光速，电气设备的动作非常迅速，而各种电量和非电量的转换和
检测又比较容易，电气控制又不受距离的限制，这一切均为采用电技术来实现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创造
了有利条件。
尤其是电子计算机的飞速发展和大量应用，使电能控制的方便、灵活性变得更为显著。
　　0.2 课程的性质、任务与内容　　电工电子技术是研究电磁现象及电子技术在工程技术中应用的一
门专业基础课。
它包括电工技术与电子技术两大部分，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是工程技术人员处理生产问题必须具备
的基础知识。
本课程是工科非电专业的一门技术基础课。
　　本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掌握电磁现象的基本规律和电子技术的基本理论知识在工程中应用的基本
方法。
学习本课程还为学习后续课程及有关的学科打下必要的基础。
同时，结合本课程的特点，培养学生动手能力、观察能力、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巩固、加深
理论课知识。
通过本课程学习，应使学生达到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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