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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工学：电子技术（下）》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
研究成果，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和教育部工科电工学“九五”规划教材。
《电工学：电子技术（下）》（第五版）主要是根据教育部（前国家教育委员会）1995年颁发的高等
工业学校“电工技术（电工学工）”和“电子技术（电工学Ⅱ）”两门课程的教学基本要求修订的。
全书分上、下两册出版。
上册是电工技术部分；下册是电子技术部分。
各章均附有习题。
另编有《电工学学习指导》（第二版），作为与《电工学：电子技术（下）》配套的教学参考书。
《电工学：电子技术（下）》可作为高等学校非电类专业上述两门课程的教材，也可供其他工科专业
选用和社会读者阅读。
　　《电工学：电子技术（下）》（第五版）由大连理工大学唐介教授和哈尔滨工程大学张保郁教授
审阅。
　　《电工学：电子技术（下）》第三版于1987年获全国优秀教材奖，第四版于1997年获国家级教学
成果二等奖和国家级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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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半导体二极管和三极管是最常用的半导体器件。
它们的基本结构、工作原理、特性和参数是学习电子技术和分析电子电路必不可少的基础，而PN结又
是构成各种半导体器件的共同基础。
因此，本章从讨论半导体的导电特性和PN结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它的单向导电性）开始，然后介绍二
极管和三极管，为以后的学习打下基础。
　　15.1半导体的导电特性　　所谓半导体，顾名思义，就是它的导电能力介乎导体和绝缘体之间。
如硅、锗、硒以及大多数金属氧化物和硫化物都是半导体。
　　很多半导体的导电能力在不同条件下有很大的差别。
例如有些半导体（如钴、锰、镍等的氧化物）对温度的反应特别灵敏，环境温度增高时，它们的导电
能力要增强很多。
利用这种特性就做成了各种热敏电阻。
又如有些半导体（如镉、铅等的硫化物与硒化物）受到光照时，它们的导电能力变得很强；当无光照
时，又变得像绝缘体那样不导电。
利用这种特性就做成了各种光敏电阻。
　　更重要的是，如果在纯净的半导体中掺人微量的某种杂质后，它的导电能力就可增加几十万乃至
几百万倍。
例如在纯硅中掺人百万分之一的硼后，硅的电阻率就从大约2×103 Q·m减小到4×10-3 Q·m左右。
利用这种特性就做成了各种不同用途的半导体器件，如半导体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及晶闸管等
。
　　半导体何以有如此悬殊的导电特性呢？
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特殊性。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半导体物质的内部结构和导电机理。
　　15.1.1本征半导体　　用得最多的半导体是锗和硅。
图15.1.1是锗和硅的原子结构图，它们各有四个价电子，都是四价元素。
将锗或硅材料提纯（去掉无用杂质）并形成单晶体后，所有原子便基本上整齐排列，其立体结构图与
平面示意图分别如图15.1.2和图15.1.3所示。
半导体一般都具有这种晶体结构，所以半导体也称为晶体，这就是晶体管名称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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