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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电子线路》（第五版）是普通高等教育&ldquo;十一五&rdquo;国家级规划教材，新版是在第四
版的基础上，通过教学实践、总结提高修订而成的。
　　理科是实验科学的学科，学生在实践中需要很多电子技术知识，因而要求电子线路课程应给学生
打好一个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基础，但由于理科的课程很多，一般只能给电子线路课程安排72～90学
时。
随着科学的日益发展，理科教学计划安排的课程有所增加，电子线路课程的学时数有被压缩的趋势，
而在新的形势下，电子技术领域的内容，将更加丰富。
因此要求本书要进一步抓住重点，精选内容，删繁就简，修订成一本更加简明的教材。
为了达到这一要求，本书修订时着重作了下述两点安排：　　1.压缩模拟电路，将第四版中共7章的模
拟电路修订为新版的6章，削减了理科可不作要求的反馈若干分析、模拟乘法器和有源滤波等内容。
　　2.加强数字电路，对这部分内容，仅删弃了数字电压表等少量内容。
由于模拟电路压缩较多，相对地加强了数字电路。
　　本版l、2、3、4章由朱俊修订，第5、6、7章由梁明理修订，第8、9、10章由孙尽尧修订。
梁明理为主编，负责全书编写的策划、组织和定稿，朱俊、孙尽尧为副主编，协助主编工作。
　　本书由华中科技大学陈大钦教授审稿。
陈教授以十分严谨的科学态度，认真细致地审阅了全书，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为提高本书的质量
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此谨表衷心的感谢！
同时，也向给本书前版提出意见和建议的读者和教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学术水平的限制以及编写工作的疏漏，新版书中必有错误和不妥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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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具有以集成电路为主干的体系，保证教材内容有适合国情的先进性。
为了保持本书具有完整的而又十分自然的体系，不再把线性电路简介设立为一章，而把其中必须学习
的内容，作为附录安排在有关章节之中。
为保持教材的简明性，删弃了上一版中阐述比较肤浅的半导体存储器一章。
这部分的知识，学生在后续计算机课程中，将会更加全面和系统地学到。
为便于教学，本版仍设置有较多的例题和习题，章末编入小结，书末给出习题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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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明理  武汉大学教授。
1934年出生于广东省阳江市，195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物理系电离层与电波传播专业。
其后留校任教。
1960年起，长期从事无线电基础和电子线路等课程的理论课和实验课的教学工作。
长期担任物理系电子学教研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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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根据放大电路放大信号的过程可知，一个放大电路必须有如图2.1.1所示的各个组成部分，即信号
源、半导体器件、负载、直流电源和相应的偏置电路。
输入信号源通常是将非电量变换为电量的换能器，例如，将声音变换为电信号的话筒、将图像变换为
电信号的摄像管等。
在实验室中，输入信号源为信号发生器；在电路中，前一级的输出信号就是本级的输入信号。
它们均可用一等效的信号源电动势Vs与内阻Rs相串联的电路来替代。
半导体器件是控制能量转换的电子器件，根据晶体管的三种基本连接方式可得到三种基本组态的放大
电路，即共发射极放大电路、共基极放大电路和共集电极放大电路。
它们是组成各种复杂放大电路的基本单元。
直流电源为放大电路提供直流功率，偏置电路则为放大电路中的半导体器件提供合适的静态工作点，
保证其正常的工作状态。
负载RL可能是扬声器、显示屏或者是下一级的输入电阻等。
　　在由晶体管所组成的放大电路中，无论是哪一种组态，处于放大状态的晶体管必须满足发射结正
向偏置、集电结反向偏置的原则。
单管共发射极放大电路是应用最广泛的基本放大电路。
图2.1.2所示为用NPN型晶体管组成的共发射极放大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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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其他版本请见：《电子线路（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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