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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电子技术是当代高新技术的“龙头”，各先进国家无不把它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
“电子技术基础”是高等学校电气类、电子类和自控类等专业的一门实践性很强的技术基础课。
课程中除了讲授必要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进行必要的基本技能（含实验技能）训练之外，课程设
计是一种有效的实践训练环节。
实践证明，这个环节能使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拓宽知识面，系统地进行电子电路的工程实践
训练，为后续课的学习、毕业设计乃至毕业后的工作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梁宗善同志多年指导电子技术基础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将积累的丰富经验，总结编印成讲义，
在学生中试用多届。
在此次修订过程中突出了如下几点。
　　1.为适应当前电子技术迅速发展的形势，本书力求以中大规模集成电路应用为主，反映新元器件
、新技术和新成果。
在内容上不仅有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还拓宽到微型计算机等的应用；为了增强对不同专业的适应性
，教材中包含了46个典型的综合应用课题以供选用，这些课题一般来自科研或生产实践；考虑教学要
求的同时，强调实用性。
　　2.为使读者独立地完成设计任务，作者在编写时着重明确课题的要求、所设计系统的工作原理。
介绍了关键元器件的功能和主要参考文献，并通过典型的设计详述了电子电路的设计步骤与方法。
　　3.为便于读者熟悉电子电路的安装与调试技术，专门介绍了有关这方面的知识。
　　4.为配合设计的需要，书末提供了元器件参数、图形符号等附录。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工科电气类、电子类和自控类等专业的电子技术基础课程设计用书，亦可供
成人高等教育以及广大从事电子技术研究和应用的科技人员参考。
　　本书源于教学与科研实践，有较好的基础，相信它能适应全国同行们的需要。
因此，本人认为该书可作为与我校电子学教研室编《电子技术基础》的配套教材出版发行，谨作此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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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五篇。
第一篇重点介绍电子电路的设计和组装调试方法，并有详细的电子电路设计举例。
第二篇是常用模拟和数字中大规模集成电路在电子仪器、家用电器和工业自动控制领域里的应用。
第三至五篇是可编程逻辑器件（含GAL和ispLSI）、微型计算机和可编程序控制器（PLC）的应用。
附录提供了部分常用集成电路的型号、特性和国际标准逻辑图形符号。
    本书特点：内容新、选题广、实用性强；具有综合性、趣味性、先进性；突出反映中大规模集成电
路的应用。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电气类、通信类、电子类、自控类等专业的电子技术课程设计用书，也可作为
成人教育和从事电子技术研究和应用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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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课程设计的基础知识 1-1 电子电路的设计方法 1-2 电子电路的组装、调试与总结 1-3 电子电路的
抗干扰措施 1-4 电子电路设计举例——峰值检测系统第二篇 常用中大规模集成电路应用的设计课题 课
题1 数字频率计 课题2 数字电压表 课题3 数字万用表 课题4 数字电子秤 课题5 数字温度计 课题6 电容数
字测量仪 课题7 大电流测量仪 课题8 通用程控计数器 课题9 自动切换量程峰值检测系统 课题10 多踪示
波器 课题11 自动触发同步扫描系统 课题12 晶体管图示仪 课题13 多用信号发生器 课题14 心电波信号放
大系统 课题15 稳压电源 课题16 电子琴 课题17 有源滤波系统 课题18 超外差式调幅收音机 课题19 扩音
机 课题20 多路对讲机 课题21 增益可程控的衰减及放大系统 课题22 模拟乘法器应用——功率测量仪 课
题23 锁相环应用之一——可编程倍频器 课题24 锁相环应用之二——数字显示相位差测量仪 课题25 电
力电子技术应用之一——晶闸管调速系统 课题26 电力电子技术应用之二——双向晶闸管交流调功器 
课题27 红外线转速表 课题28 加减法运算电路 课题29 数字电子钟 课题30 可预置的定时显示报警系统 课
题31 顺序控制器 课题32  步进电机控制器 课题33 高速并行A／D转换系统 课题34 多路数据采集系统第
三篇 可编程逻辑器件及其应用设计课题 课题35 GAL器件在交通控制系统中的应用 课题36 GAL器件在
步进电机控制器中的应用 课题37 ispLSI器件在电子钟中的应用 课题38 ispLSI器件在数字频率计中的应
用第四篇 微型计算机的应用设计课题 课题39 单片机控制显示器的接口系统 课题40 单片机控制的频率
计 课题41 单片机控制的存储示波器 课题42 微机控制的多路数据采集系统 课题43 微机化电子琴 课题44 
微机控制的顺序控制系统第五篇 可编程序控制器（PLC）及其应用设计课题 课题45 可编程序控制器在
工业机械手系统中的应用 课题46 可编程序控制器在立式车床系统中的应用附录1 电容和电阻附录2 集
成器件型号的命名规则附录3 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分类与主要特性附录4 部分常用TTL集成电路汇编附
录5 部分常用CMOS集成电路汇编 附录6 部分常用微机接口集成电路汇编附录7 国际标准逻辑（图形）
符号附录8 本书芯片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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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课程设计的基础知识　　电子技术基础课程设计包括选择课题、设计电子电路、组装、调
试和编写总结报告等环节。
本篇介绍电子技术基础课程设计的有关知识。
　　1-1　电子电路的设计方法　　在设计一个电子电路系统时，首先必须明确系统的设计任务，并根
据任务进行方案选择，然后对方案中的各部分进行单元电路设计、参数计算和元器件选择，最后将各
部分连接在一起，画出一个符合设计要求的完整的系统电路图。
　　一、明确系统的设计任务要求　　对系统的设计任务进行具体分析，充分了解系统的性能、指标
、内容及要求，以便明确系统应完成的任务。
　　二、方案选择　　这一步的工作主要是把系统要完成的任务分配给若干个单元电路，并画出一个
能表示各单元功能的整机原理框图。
　　方案选择的首要任务是根据掌握的知识和资料，针对系统提出的任务、要求和条件，完成系统的
功能设计。
在这个过程中要敢于探索，勇于创新，力争做到设计方案合理、可靠、经济、功能齐全、技术先进，
并且对方案要不断进行可行性和优缺点的分析，最后设计出一个完整框图。
框图必须正确反映系统应完成的任务和各组成部分的功能，清楚表示系统的基本组成和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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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子技术基础课程设计》力求以中大规模集成电路应用为主，反映新元器件、新技术和新成果
。
在内容上不仅有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还拓宽到微型计算机等的应用；为了增强对不同专业的适应性
，教材中包含了46个典型的综合应用课题以供选用，这些课题一般来自科研或生产实践；考虑教学要
求的同时，强调实用性。
　　为使读者独立地完成设计任务，作者在编写时着重明确课题的要求、所设计系统的工作原理。
介绍了关键元器件的功能和主要参考文献，并通过典型的设计详述了电子电路的设计步骤与方法。
　　为便于读者熟悉电子电路的安装与调试技术，专门介绍了有关这方面的知识。
　　为配合设计的需要，书末提供了元器件参数、图形符号等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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