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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电工电子技术实训”课程是实践教学的基本环节之一，是以实践性和实操性为主的一门技术基
础课程。
课程不仅涵盖了电工电子技术学习和应用过程中的基本知识、技能训练，还为学生提供了独立思考和
进行自主设计的平台；既是学生实践训练的入门向导，更为日后进行科学研究和创新活动奠定了基础
。
　　本书是在该课程讲义的基础上经过反复充实和修改编写而成的，包含了编者长期从事此类课程的
教学经验以及广泛收集的最新资料。
本书具有以下特点：　　1.章节安排由浅入深、由简单到综合，不仅包括传统电子工艺类教材中安全
用电知识、电子元器件检测、焊接技术、印制电路板的设计与制作、常用仪器仪表的使用等内容，还
增加了现代电子产品中应用最为广泛的表面安装技术，以及现代生活和工作中必不可少的电脑组
装DIY等内容。
　　2.文字流畅，配有大量图示，并且根据实际操作中经常出现的情况提出了注意事项和解决办法。
另外，在每一章的最后，编者根据主要内容设计了思考和实际动手训练的题目，用以加深理解。
在语言上，编者尽量做到简明易懂，对于一些专业名词也做了必要的讲解和说明。
　　3.在编写过程中注重既要“把内容讲清楚、把问题讲明白”，又要给学生留有独立思考和创新的
空间。
比如在“电子产品实训”一章，除了有传统的收音机和万用表的组装外，还加入了简易话筒的设计与
制作（可自己设计电路图的线路板）、单片机的开发与应用（可开发编程）等内容，实用性很强。
　　本书由河北理工大学电工电子中心主编。
具体分工如下：第3、4、8章由钱莉编写；第1、7章由郝凤肖编写；第5、6章由张善姝编写；第2章由
许金钢编写。
参与编写的还有陈春良、王东华。
侯宝稳教授作为主审对本书进行了细致、详尽的审阅，河北理工大学陈至坤教授对本书编写提出了许
多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对于书中存在的疏漏和错误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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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电工、电子技术和电子组装工艺等基础知识为主，除了对传统电子产品的设计、制造以及典型
工艺流程做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讲述外，还增加了现代电子产品中应用最为广泛的表面安装技术以及
现代生活和工作中必不可少的电脑组装DIY等章节。
全书主要内容包括：安全用电知识、电子元器件检测、焊接技术、表面安装技术、印制电路板的设计
与制作、电脑组装 DIY、常用仪器仪表的使用和电子产品实训等。
 本书既可作为高等学校各相关专业电子工艺类实习、实训、课程设计教材，又可成为各类电子竞赛、
毕业设计以及电子爱好者实用的参考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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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9.可变电阻（电位器）　　电阻一旦制成产品，其阻值就固定了。
电阻值不变的电阻器统称为固定电阻器。
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的需要，在固定电阻器的基础上又研制了一种电阻值可以改变的电阻器，
称为可变电阻（又称为电位器或变阻器）。
　　电位器在电路中常用于电位调整、无级分压、增益调节、音量控制、音质调整、电视机模拟量调
节、晶体管静态工作点微调、频率调节及均衡调整等。
　　2.1.2 电阻器的参数和标注方法　　电阻器的主要参数有标称阻值、允许偏差、额定功率、温度系
数、电压系数、最大工作电压、噪声电动势、频率特性及老化系数等。
　　1.标称阻值和允许误差　　由于工艺材料等因素，任意两个同一阻值等级的电阻实际阻值不可能
绝对相同，因此无法标出每个电阻的实际阻值。
为了便于生产和使用，国家有关标准规定按一定的误差范围，用统一规定的一些值对电阻值进行标定
，这些值称为标称值。
　　表示电阻器的标称阻值和误差的方法有直标法、色标法、数码法和文字符号法4种形式。
　　（1）直标法　　在电阻器表面，直接用数字和单位符号标出阻值和误差。
例如，在电阻上印有“68k±5％”则表示该电阻的阻值为68k，误差为±5％。
　　（2）色标法　　用不同颜色的色环在电阻表面标出标称阻值和偏差值的方法，各种颜色所表示
的数值如表2.1所列。
普通电阻器用4条色环表示标称阻值和允许误差，其中，3条表示阻值，1条表示偏差。
色标法示例如图2.9所示。
精密电阻采用5条色环表示标称阻值和允许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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