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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电工电子技术基础》是面向21世纪高职高专规划教材之一，是按照高职高专电工电子技术课程
的教学大纲要求编写的，体现高职高专的教学目标和教学要求。
　　随着高等职业教育的不断发展，为适应高职教育的迫切需要，编写具有高等职业教育特色的系列
教材势在必行。
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贯彻《高等教育法》与《职业教育法》，实现《中国
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及其《实施意见》所确定的目标和任务的重要环节，也是建立健全职业教育体
系，调整高等教育结构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高等职业教育以自己鲜明的特色，在适应现代社会人才的多样化需求、实施高等教育大众化
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从而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得到迅速发展。
　　目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与改革正面临着很好的形势和机遇，高等职业教育本身具有鲜明
的职业特征，这就要求我们在改革课程体系的基础上，认真研究和改革课程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努
力加强教材建设。
但迄今为止，符合职业特点和要求的优秀教材却似凤毛麟角。
这次由天津大学出版社推出的系列高职高专教材，就是这方面的积极探索，是值得庆幸的。
　　电工电子技术课程分为《电工电子技术基础》和《电工电子技术实训教程》两册，教学参考学时
均为60～70学时。
　　本书的编写力求适应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性、应用性、针对性、岗位性的特点，基础理论部分内
容以必需够用为度，着重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及基本公式的应用，有关定理及定律仅作简要说明。
针对社会职业技能的需求，及岗位群的智能密集程度及现代科技含量不断增加和复合型岗位的出现，
教材的内容覆盖了电工及电子技术的基本内容，并力求突出重点，内容简洁，并注意到某些新技术、
新产品、新器件及应用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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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职高专规划教材，是根据教育部最新制定的《高职高专教育电工电子技术基础课程教学
基本要求》以及编者多年教学改革实践编写的。
全书主要内容分为三分部，即电工技术、模拟电子技术和数字电子技术。
其中电工技术包括电路基本理论及基本定律、直流电路的分析方法、正弦交流电路、电路的过渡过程
、磁路和变压器、异步电动机等内容；模拟电子技术包括电子电路中常用的元件、基本放大电路、集
成运算放大器、直流稳压电源等内容；数字电子技术包括逻辑电路基础、逻辑门电路、组合逻辑电路
、触发器及时序逻辑电路、555定时器及其应用、A/D转换器等内容。
本书每章均配有习题和小结，注重从实用的角度培养学生的思维与工作方法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使能力培养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
    本书可作为高等职业学校、高等专科学校、成人高校及民办高校的非电类专业的教材，并可作为相
关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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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电路及单管电路的测试  本章小结  习题第9章  集成运算放大器  9.1  差动放大电路的特性  9.2  集成
运算放大器的符号及性能参数  9.3  负反馈放大电路  9.4  集成运算放大器分析  9.5  集成运算放大器的使
用问题  本章小结  习题第10章  直流稳压电源  10.1  概述  10.2  整流电路  10.3  滤波电路  10.4  线性稳压电
路  10.5  开关式稳压电源  10.6  电源的保护  本章小结  习题第11章  逻辑电路基础  11.1  数制与编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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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元件的基本逻辑门电路  12.2  TTL与非门电路  12.3  MOS门电路  本章小结  习题第13章  组合逻辑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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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转换器  本章小结  习题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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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9章集成运算放大器　　本章主要介绍差动放大电路和集成运算放大器（简称运算放大器）的
基本结构。
然后介绍理想运算放大器的性能和主要参数，在此基础上介绍运算放大器的线性应用及线性运算电路
的分析方法，主要包括反相比例电路、同相比例电路、差分电路等。
最后简单介绍运算放大器的非线性应用和运算放大器使用时应注意的问题。
　　在控制测量领域中，如在测量仪器和自动控制系统中经常用到直流放大器，而用前面介绍的交流
放大器是不能进行直流信号放大的。
前面分析过交流放大器因为存在电容器这样的元件，不能有效耦合直流信号，所以也就不能实现对这
种信号的放大。
例如，在一些自动控制系统中，首先要把被控的非电量用传感器转换为电信号，再与给定量比较后，
得到一个微弱的偏差信号。
这个偏差信号的幅度和功率均不足以推动显示或执行机构。
所以需要把这个偏差信号放大到需要的程度，再去推动执行机构或送到仪表中去显示，从而达到自动
控制和测量的目的。
而被放大的信号多属变化缓慢的直流信号，能够有效地放大缓慢变化的直流信号的最常用的器件是运
算放大器。
目前所用的运算放大器，是把多个晶体管组成的差动放大器以直接耦合的方式，组成具有很高放大倍
数的电路，集成在微小的一块硅片上。
运算放大器最初应用于模拟电子计算机，用于实现加、减、乘、除、比例、微分、积分等运算功能，
所以称为运算放大器。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集成电路技术的发展，以差分放大电路为基础的各种集成运算放大器迅
速发展起来，由于其运算精度的提高和工作可靠性的增强，很快便成为一种灵活的通用器件，除用于
模拟计算机外，在信号变换、测量技术、自动控制等许多领域都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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