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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落实《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实施《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
计划》中提出的“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计划”，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研发电
气智能教学系统的企业（济南星科公司）组织教育专家、职业教育一线的骨干教师、企业的工程技术
人员和培训工程师，编写了一套电气智能技术应用教材。
该套教材根据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的要求，结合电气智能教学系统，在内容上强调所学知识与生产实
际相结合，着重培养培训企业需求的技能型人才。
　　电子技术是一门技术基础课，它的主要任务是为学习后续的相关专业课程和从事电气智能技术应
用工作打好基础，并使读者受到必要的基本技能的训练。
本教材按照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2004—2007年职业教育教材开发编写计划》的精神，从全
国遴选多年从事职业教育、经验丰富的优秀教师，按照面向实用、重视实践、便于理解的原则编写。
本书包括模拟电子技术和数字电子技术两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模拟电子技术”第1章介绍了
半导体二极管、三极管两个非常实用的器件，使读者了解这两个器件的工作原理。
第2章、第3章着重介绍了基本放大电路的组成及放大原理，使读者对基本放大器的应用有所认识。
第4章重点介绍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工作原理，使读者对运放的使用有较全面的了解。
第5章介绍了功率放大器的原理和应用。
第6章介绍了常用的几种电压波形的产生原理。
第7章介绍了直流电源的工作原理。
　　“数字电子技术”第1章介绍了数字电路的基础知识，包括数字逻辑及运算。
第2章、第3章介绍了门电路及使用门电路进行组合逻辑电路设计的方法，使读者了解如何使用门电路
实现自己的设计。
第4章、第5章介绍时序逻辑电路的基础知识，使读者了解触发器的工作原理，掌握集成时序逻辑器件
的使用。
第6章介绍数字电路中常用波形的产生方法及波形整形的方法。
第7章介绍了A／D和D／A转换器的工作原理，通过实例使读者了解这两个器件的应用。
第8章介绍了常用可编程逻辑器件GAL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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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电气智能技术应用系列用书，是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推荐教材，并被信息产业部指定
为“CEAC电气智能技术应用工程师”认证专用培训教材。
　　本书为适应21世纪对电气智能技术应用型人才的需要而编写。
教材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模拟电子技术”介绍了二极管及三极管基础知识、基本放大电路、负反
馈放大电路、集成运算放大器、功率放大电路、波形发生器、直流电源等知识；下篇“数字电子技术
”介绍了数字电路的基础知识、组合逻辑电路、时序逻辑电路、脉冲的产生与变换、数模和模数转换
、可编程逻辑器件等知识。
　　本教材深入浅出，结合与之配套的电子教材，可以把抽象的知识形象地表现出来。
本书可作为电子信息、电气控制应用技术培训用书、“CEAC电气智能技术应用工程师”认证培训教
材以及全国职业院校电类专业教学用书，也可供相关工程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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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注意定时关系。
消除竞争冒险　　①可靠的时钟。
尽量采用偏移（skew）较小的全局时钟作为器件内各触发器的时钟信号，并构成同步时序电路。
对于门控时钟需注意，驱动时钟的逻辑必须只包含一个与门或者一个或门，采用附加的逻辑会产生毛
刺。
决不能简单地用译码的输出、比较器的输出或者多级逻辑门的输出作为触发器的时钟信号。
　　在用一个与门形成门控时钟时，只能是与门的一个输入作为实际的时钟源，而该与门的其他所有
输入必须作为地址或使能信号，这些地址或使能信号必须比时钟提前建立，且待时钟过后再撤除。
　　②触发器的复位和置位信号的考虑与时钟的考虑相同，这些信号也决不能有毛刺出现。
　　③触发器的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必须得到满足，而且应当考虑在器件内部连线上的延时，仔细计
算输入信号从器件引脚传到内部触发器的D输入端所需的时间，核实触发器各信号的时间关系是否符
合技术要求。
　　④采用循环码作为状态编码可以减少毛刺和地线上的干扰。
　　⑤布局和布线时，注意器件内连线要短而规整，减少出现竞争的可能性。
　　3．其他　　①为便于扩展和修改设计，最好保留20％的逻辑单元和引脚。
此外，为了测试，也应保留一些硬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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