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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高等职业院校“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课程改革成果系列教材之一。
在教育部新一轮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进程中，来自高等职业院校教学工作一线的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
人，通过社会调研，对劳动力市场人才需求进行分析和课题研究，在企业有关人员积极参与下，研发
了机电技术专业、数控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并制定了相关核心课程标准。
本书是根据最新制定的“电气控制技术——工业电子技术基础核心课程标准”编写的。
　　“工业电子技术基础”是非电类专业的技术基础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应使学生学到电子技
术必要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了解电子技术发展的概况，为学习后续课程以及从事相关
的工程技术工作打下良好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本书立足于高职高专人才培养目标，充分考虑高职高专学生的特点，遵循理论够用、内容实用、
学了能用、突出能力培养的原则，对教学内容进行了精选，对书中的章节作了适当整合。
全书概念叙述清楚，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理论联系实际。
　　本书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在编写上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为主线，强调内容的应
用性和实用性，降低理论分析的难度和深度，以“必需”和“够用”为尺度，建立以能力培养为目标
的课程教学模式和教材体系，体现“以能力为本位”的编写指导思想。
教材编写突出实用性、应用性，编排时大量削减分立元件。
重点突出集成电路的特性和应用。
　　2．淡化器件内部结构分析，重点介绍器件的符号、特性、功能及应用。
突出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分析方法，采用较多的图表来代替文字描述和进行归纳、对比。
’　　3．尽量降低理论分析、公式推导和计算的难度，加大“应用实例”的篇幅。
重点介绍结论的实际意义和应用，各章后面均附有一定数量的思考题与习题，便于教师教学和学生自
学。
　　4．注重将理论讲授与实践相结合，理论讲授贯穿其应用性，实践中有理论、有方法，以基本技
能和应用为主，易学易懂易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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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气控制技术：工业电子技术基础》是高等职业院校“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课程改
革成果系列教材之一，是根据教育部新一轮职业教育教学改革成果——最新研发的机电技术专业、数
控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电气控制技术——工业电子技术基础核心课程标准”，并参照相关国家
职业标准及有关行业的职业技能鉴定规范编写的。
　　《电气控制技术：工业电子技术基础》主要内容包括模拟电子技术基础和数字电子技术基础。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部分介绍了二极管、三极管、集成运算放大器及其应用；介绍了反馈电路、功率放
大电路、直流稳压电源电路等。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部分介绍了数字电路基础知识、逻辑门电路、组合逻辑电路、触发器、时序逻辑电
路等。
每章后面都附有本章小结和思考题与习题，便于自学。
　　《电气控制技术：工业电子技术基础》可作为高等职业院校机电技术专业和数控技术专业教材，
也可作为相关行业岗位培训教材及相关人员的自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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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用半导体材料制作电子元器件，不是因为它的导电能力介于导体和绝缘体之间，而是由于其导电
能力会随着温度、光照的变化或掺人杂质的多少发生显著的变化，这是半导体的特殊性质，与导体不
同。
　　1．热敏性　　所谓热敏性就是半导体的导电能力随着温度的升高而迅速增加。
半导体的电阻率对温度的变化十分敏感。
例如纯净的锗从20℃升高到30℃时，它的电阻率几乎减小为原来的1／2。
而一般的金属导体的电阻率则变化较小，比如铜，当温度同样升高10℃时，它的电阻率几乎不变。
　　2．光敏性　　半导体的导电能力随光照的变化有显著改变的特性叫做光敏性。
自动控制中用的光电二极管和光敏电阻，就是利用光敏特性制成的。
而金属导体在阳光下或在暗处，其电阻率一般没有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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