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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电类专业的技术基础课教材。
它是根据高职电类专业模拟电子技术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编写的。
　　本教材编写过程中，遵循“精选内容、加强实践、培养能力、突出应用”的原则，力求做到以培
养电子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并注意了以下问题：　　（1）加强针对性。
教学内容针对电类专业高等技术应用性人才岗位（群）所需的知识、能力来编写。
使学生掌握电子电路基本分析方法，具有常用元器件选用能力、常用电子电路读图能力、常用电路设
计能力、常用电路调试能力、电路简单故障分析排除能力等；使本课程不仅为专业课学习打基础、为
培养再学习能力服务，而且直接地为培养职业能力服务。
　　（2）增强实用性。
编写过程中力图使教学内容与企业生产现状基本相符，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
淡化公式推导，重在教学生学会元器件和电子电路在实际中的应用。
讲述元器件重在外特性、引脚识别、使用注意事项、性能简易测试等实用知识的阐述。
讲述电子电路在讲清工作原理后即介绍应用示例、元器件选择计算、电路调试、故障排除等。
　　（3）突出教学内容先进性。
为使教学内容适应电子技术飞速发展的新形势，突出集成电路及其应用，如集成运放、集成稳压器、
集成功放等。
并在传统教材的基础上增加了三端单片集成开关电源、集成基准源、集成U／I、I／U变换器、集成比
较器、开关电容滤波器、集成光电隔离放大器等器件及其应用，简介微型二极管、三极管。
光电子技术基础单独成章，附录中编有EwB及其应用等。
　　（4）为增强教材的适用性，知识传授尽量建立在物理概念的基础上，在通俗易懂、降低难度上
下功夫，删除传统教材中载流子运动部分；为降低负反馈电路难度，将集成运放基础知识与负反馈合
编为一章，重点介绍集成运放构成的负反馈电路，简介分立元件负反馈电路。
本教材既适用于初中毕业生五年制高职，又可用于招收高中毕业生的三年制高职、高专和成人高校，
也可供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5）每章编有自我检测试题，力图做到简洁明快，便于检测知识掌握情况。
习题中增加具有实用价值和有利于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题目。
　　（6）首次出现的专业术语加英语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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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半导体二极管及其应用、晶体管及其放大电路、集成运放基础及负反馈电路、集成运放的应用、
功率放大器、信号产生电路、直流稳压电路、光电子器件及其应用、晶闸管电路及其应用等，附录中
编有EwB等内容。
在编写过程中充分考虑学生掌握知识的特点和能力，力求做到以培养电子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并遵循
“精选内容、加强实践、培养能力、突出应用”的原则，加强职业针对性，与传统教材相比，增加电
路调试、实用电路示例等内容，增强实用性，增加新型器件及其应用，如集成基准电压源、三端单片
开关电源、集成光电隔离放大器、液晶显示器、固态继电器等，突出教学内容先进性。
该书是作者长期高职教学实践和工程实践经验的总结。
　　《模拟电子技术》适用于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高等专科学校、成人高校及本科院校举办的二级职
业技术学院和民办高校电子信息类专业，也可供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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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电路设计2.10.2 分立元件放大电路的静态调试2.10.3 动态调试与性能指标测试本章小结自我检测题
习题第3章 集成运放基础及负反馈电路3.1 差分放大电路3.1.1 差分放大电路的组成和静态分析3.1.2 共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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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消除3.6 深度负反馈放大电路电压放大倍数的估算3.6.1 深度负反馈电路的特点3.6.2 深度负反馈放大
电路电压放大倍数的估算3.7 负反馈电路应用示例3.7.1 音调控制电路3.7.2 交流电压测量放大电路本章
小结自我检测题习题第4章 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应用4.1 集成运放理想化条件和线性应用条件4.2 集成运放
线性应用基本电路4.2.1 反相输入放大电路4.2.2 同相输入放大电路4.2.3 差分输入放大电路4.3 运算电
路4.3.1 相加放大器4.3.2 积分和微分电路4.3.3 测量放大器4.3.4 模拟乘法器及其在运算电路中的应用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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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器5.3.1 典型单片功率放大器及其应用5.3.2 典型单片功放实用电路5.3.3 BTL电路5.3.4 集成功放电路
的调试5.4 功放管的安全使用5.4.1 功放管的二次击穿及其保护5.4.2 功放管的散热本章小结自我检测题
习题第6章 信号产生与变换电路6.1 弦波振荡电路的基本概念6.1.1 产生正弦波振荡的条件6.1.2 起振与稳
幅过程6.1.3 振荡电路的组成和分析方法6.1.4 正弦波振荡电路的分类6.2 RC正弦波振荡电路6.2.1 文氏桥
式RC正弦波振荡电路6.2.2 RC移相式正弦波振荡电路6.3 LC正弦波振荡电路6.3.1 三C并联回路的频率特
性6.3.2 变压器反馈式LC正弦波振荡器6.3.3 电感三点式振荡电路6.3.4 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6.3.5 判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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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式振荡电路振荡与否的简便方法6.4 石英晶体振荡器6.4.1 石英晶体谐振器6.4.2 晶体振荡电路6.5 非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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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6.6.3 其它非正常振荡现象及其消除本章小结自我检测题习题第7章 直流稳压电源7.1 直流稳压电源的
主要性能指标与并联稳压电路7.1.1 直流稳压电源的主要性能指标7.1.2 并联稳压电路组成及其工作原
理7.1.3 并联稳压电路元器件选择7.1.4 并联稳压电源适用场合7.2 串联反馈型稳压电路7.2.1 电路组
成7.2.2 工作原理7.3 三端线性集成稳压电路与稳压电源调试7.3.1 三端固定式线性集成稳压器7.3.2 三端
固定式集成稳压器应用电路7.3.3 三端可调式集成稳压器7.3.4 三端可调式集成稳压器基本应用电路7.3.5 
集成稳压器的主要参数与简易测试7.3.6 直流稳压电源调试7.4 集成基准电压源电路7.4.1 带隙基准电压
源的基本原理7.4.2 MCl403基准电压源及其应用7.4.3 ICL8069型基准电压源7.4.4 LM399精密基准电压源
及其应用7.5 开关稳压电源7.5.1 开关稳压电源基本原理7.5.2 由集成脉宽调制器组成开关电源7.5.3 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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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及其应用8.2.1 光电二极管及其应用8.2.2 光电晶体管及其应用8.2.3 光敏电阻器及其应用示例8.2.4 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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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题习题第9章 晶闸管电路及其应用9.1 晶闸管结构及工作原理9.1.1 晶闸管的结构、电路符号9.1.2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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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9.2.2 阻性负载单相桥式半控整流电路9.2.3 电感性负载半波可控整流电路及续流二极管9.3 触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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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9.4.2 固态继电器本章小结自我检测题习题附录A 模拟电路的软件仿真——ElectronicsWorkbench简介
附录B 表B-1中国半导体分立器件型号的命名方法（GB249-1974）表B-2 国产硅半导体整流极管的主要
参数表B-3 2CW、2DW型稳压二极管的主要参数表B-4 几种典型半导体三极管主要参数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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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等效的方法由于电子电路中含有非线性的电子器件，不能应用欧姆定律和叠加原理进行分
析。
为使问题简单便捷地得以解决，在一定的条件下，常将非线性电路等效为线性电路，再用电路分析基
础中线性电路的分析方法进行分析。
　　（3）图解的方法伏安特性曲线能准确地反映非线性半导体器件的性能，在非线性器件和线性元
器件（特性曲线为直线）组成的电子电路中，用伏安特性曲线（图）代替元器件，用图解的方法直观
地进行分析，以确定电子电路的工作状态或研究电路特性和变化趋势。
　　’　　（4）实验调整的方法由于实际电子器件性能参数的分散性和寄生因素的影响，不能单靠
理论分析来解决问题，电子电路一般需要经过调整才能投入实际应用。
　　因而在本课程学习过程中，要根据课程特点进行，并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提高对本课程重要性的认识，努力学习。
本课程在本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①本课程要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打好基础
，要为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再学习能力的形成打好基础；②本课程是为培养学生的电子技术应用能力
服务的，电子技术应用能力是电子信息专业人才的能力主线之一；③本课程所学的元器件和基本电路
在工程技术实践中具有广泛的实用价值，学好它是直接为形成专业能力，适应工作岗位要求服务的。
本课程是本专业的主干课程，应提高认识，认真学习。
　　第二，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
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理论教学要为培养电子技术应用能力服务。
本课程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理论联系实际显得尤为重要。
实践教学环节如电子线路实验、课程设计等是培养能力、实现知识向能力转化的重要途径。
能力的培养对学生十分重要，具有较强的实践动手能力是电子信息类高职人才在社会上立足的必备条
件之一。
　　第三，注重职业道德培养，养成良好职业习惯。
具有良好职业习惯和职业道德是具有较高政治素质的重要内涵，也是毕业生在工作岗位上和人才市场
具有竞争力的重要条件之一。
电子技术工作是严谨细致的技术工作，必须具有良好的职业习惯，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
在电路设计、安装、调试过程中，要做到严密细致，考虑性能价格比和经济效益。
同时还必须严格遵守实验规则和安全操作规程。
否则，轻则损坏仪器设备，使实验结果错误或无法进行；重则发生设备和人身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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