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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子基础实训教程(普通高校电子信息与通信类规划教材)》由陈俊编著，主要为电子信息、通信工
程和电子应用等专业的基础实践教学而编写，全书分成上、下两篇，上篇主要介绍了电子类的基本知
识，涵盖了本课程的基本要求、电子元件的识别与测量、三极管的识别与测量、其他电子器件的介绍
及常用仪表仪器的介绍；下篇主要是专业实践技能训练，包括了焊接技术及实践、直流稳压电源的设
计、印刷电路板及其设计与制作和单片机最小系统板设计与制作，并给出了实践设计的题目与详细的
设计过程。

《电子基础实训教程(普通高校电子信息与通信类规划教材)》可作为高等院校电子信息、通信工程和
电子应用等专业本科生的实践课程教材，也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电子、电气、信息、通信及相关专业
的动手实践课程教材，亦可以作为电子爱好者的入门教材，同时还可以为从事电子技术研究和开发的
工程技术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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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市场上有许多可调的整流电源，可输出一定范围的电压。
但这类电源大多工艺粗糙，存在许多问题。
我们这次将制作一个性能比较好的可调直流稳压电源，相信能满足用户的大部分需求。
　　7.6.1电路工作原理　　220V的交流电从插头经保险管送到变压器的初级线圈，并从次级线圈感应
经约12V的交流电压送到4个二极管。
二极管在电路中的符号有短线的一端称为它的负极（或阴极），有三角前进标志的一端称为它的正极
（或阳极）。
它的基本作用是只允许电流从它的正极流向它的负极（即只能按三角标示的方向流动），而不允许从
负极流向正极。
我们知道，交流电的特点是方向和电压大小一直随时间变化，用通俗的话说，它的正、负极是不固定
的。
但是对照图7-25所示来看，不管从变压器中出来的两根线中哪根电压高，电流都能而且只能由VD3
或VD4流入右边的电路，由VD1或VD2流回去。
这样，从右边的电路来看，正极永远都是VD3和VD4连接的那一端，负极永远是VD1和VD2连接的那
一端。
这便是二极管整流的原理。
二极管把交流电方向变化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它的电压大小还在变化。
而电容器可以存储电能的特性，正好可以用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电压较高时向电容器中充电，电压较低时便由电容器向电路供电。
这个过程叫作滤波。
如图7-25所示中的C1便是用来完成这个工作的。
　　经过C。
滤波后比较稳定的直流电送到三端稳压集成电路LM317T的Vin端（3脚）。
LM317T是一种这样的器件：由Vin端给它提供工作电压以后，它便可以保持其+Vout端（2脚）比
其ADJ端（1脚）的电压高1.25V。
因此，我们只需要用极小的电流来调整ADJ端的电压，便可在+Vout端得到比较大的电流输出，并且电
压比ADJ端高出恒定的1.25V。
我们还可以通过调整PR1的抽头位置来改变输出电压，反正LM317T会保证接入ADJ端和+Vout端的那
部分电阻上的电压为1.25V。
所以，可以想到：当抽头向上滑动时，输出电压将会升高。
　　图7-25中C2的作用是对LM317T1脚的电压进行小小的滤波，以提高输出电压的质量。
图中VD5的作用是当有意外情况使得LM317T的3脚电压比2脚电压还低的时候防止从C3上有电流倒灌
入LM317T而引起损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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