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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西安交通大学电工电子教学实验中心在开展国家工科基础课程电工电子教学基地、国家级
电工电子教学实验示范中心和“电工电子技术”国家精品课程建设工作的基础上，为适应高等院校计
算机、软件类专业“电路与电子技术”课程改革的需要而编写的。
　　基于计算机、软件类专业的课程改革要求，本书具有以下特点：　　（1）基础性“电路与电子
技术”课程是计算机、软件类专业学生重要的技术基础课程，本书注重对基本概念、基础理论和基本
方法的论述，精选教材内容，份量适中。
　　（2）新颖性本书注重反映电工电子技术领域的新技术，将电力电子技术引入课程内容，对集成
功率放大器、集成稳压电源、集成函数发生器等器件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使学生更多地了解集成电
路的发展和应用。
　　（3）实践性实验在“电路与电子技术”课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本书注重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
结合，突出电路分析方法和电子器件工程应用背景的介绍，坚持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并重的原则。
　　（4）专业性特别考虑到计算机、软件类专业后续课程的需要，本书突出了对含有受控源电路的
分析，单独设立了“模拟量和数字量的转换”一章，使模拟电子电路与数字电子电路能够较好地实现
接口，同时也是对“数字逻辑电路”课程内容的补充。
　　（5）适用性本书充分关注学生的学习需求，叙述力求言简意赅，通俗易懂。
在内容安排上重视电路理论和电子技术两个模块电路分析方法的不一致性，积极探索两个模块良好衔
接的方法，通过设置较多的例题使学生更好地学习电路分析方法，更好地掌握常用电子电路的应用。
　　本书包括电路理论和电子技术两个模块。
第1~4章是电路理论模块，包括电路的基本概念与定律、电路的分析方法、正弦稳态电路的分析和电
路的暂态响应等内容。
第5~10章是电子技术模块，包括半导体器件、基本放大电路、集成运算放大器、功率电子电路、信号
发生电路、模拟量和数字量的转换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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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路与电子学基础》是西安交通大学电工电子教学实验中心在开展国家工科基础课程电工电子
教学基地、国家级电工电子教学实验示范中心和“电工电子技术”国家精品课程建设工作的基础上，
为适应高等院校计算机、软件类专业“电路与电子技术”课程改革的需要而编写的。
全书由电路理论和电子技术两个模块构成。
电路理论部分主要包括电路的基本概念与定律、电路的分析方法、正弦稳态电路的分析、电路的暂态
响应。
电子技术部分主要包括半导体器件、基本放大电路、集成运算放大器、功率电子电路、信号发生电路
、模拟量和数字量的转换等。
各章配有丰富的例题、习题。
《电路与电子学基础》可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软件类专业本科生、大专生及成人教育相关专业的教
材，也可供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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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7.2.1 反馈的基本概念7.2.2 负反馈的组态7.2.3 负反馈对放大电路性能的影响7.2.4 放大电路中的正反
馈7.3 信号运算电路7.3.1 基本运算电路7.3.2 积分与微分电路7.3.3 对数与指数电路7.4 信号检测与处理电
路7.4.1 信号检测中的放大器7.4.2 有源滤波器7.4.3 采样保持电路7.4.4 电压比较器7.5 集成运算放大器的
使用7.5.1 选型7.5.2 调零7.5.3 消振7.5.4 保护习题7第8章 功率电子电路8.1 功率放大电路8.1.1 概述8.1.2 互
补对称功率放大电路8.1.3 集成功率放大电路8.2 整流与滤波电路8.2.1 整流电路8.2.2 滤波电路8.3 稳压电
路8.3.1 硅稳压二极管稳压电路8.3.2 串联型稳压电路8.3.3 集成稳压器8.3.4 开关型稳压电路8.4 电力电子
电路8.4.1 可控整流电路8.4.2 逆变电路8.4.3 交流调压电路8.4.4 直流斩波电路8.4.5 晶闸管的触发电路习
题8第9章 信号发生电路9.1 正弦波信号发生器9.1.1 正弦波自激振荡的原理9.1.2 RC正弦波振荡电路9.1.3
LC正弦波振荡电路9.1.4 晶体振荡电路9.2 非正弦波信号发生器9.2.1 方波发生器9.2.2 三角波发生器9.2.3 
锯齿波发生器9.2.4 压控振荡器9.3 集成函数发生器9.3.1 8038的工作原理9.3.2 8038的典型应用习题9第10
章 模拟量和数字量的转换10.1 数模转换器10.1.1 T形电阻网络D／A转换器10.1.2 倒T形电阻网络D／A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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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电路是由一些电气元件按一定的要求构成的电流通路。
电路具有传输电能、传递和处理信号、测量、计算等功能。
在人们工作和生活中常常会遇到一些实际的电路，这些电路是为完成某种预期的目的而设计安装的。
有些实际的电路非常复杂，如电力系统从发电、输电到用电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网络，再如集成电路芯
片、电视机电路、计算机主板电路等。
而有些电路则比较简单，如手电筒电路，只需要几节电池、连线和开关便可实现控制。
无论一个电路复杂或简单，都可以将其归纳为以下几个部分。
　　①电源它是电能或电信号的发生器，是非电能转换成电能的能量转换装置，在电路中起着提供电
能的作用。
如发电厂用来产生电能的发电机；人们日常生活中所用的干电池、太阳能电池等。
　　②负载用电设备，是电能转换成非电能的能量转换装置。
负载的种类很多，凡耗用电能的设备均可以称之为负载。
如电动机可将电能转换为机械能；电炉将电能转换为热能；照明灯将电能转换为光能；还有常见的家
用电器等。
　　③中间环节连接电源与负载之间并具有传输、控制电能作用的部分，例如电力传输线、变电站中
的各种控制开关和保护装置等。
　　实际的电路往往比较复杂，其工作情况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在分析讨论电路时，常用一种电路
模型代替实际电路。
电路模型是用一些能反映电路中电压、电流及某种电磁性质的理想元器件构成，连接各理想元器件的
导线也为理想导线，即忽略导线的电阻。
图1.1.1所示为实际的手电筒电路及其电路模型。
图（b）中R作为电珠的电路模型，S为开关，连接导线用理想导线（电阻设为零）或线段表示。
　　用理想元器件构建电路模型（简称建模）要考虑诸多条件和因素。
模型取得恰当与否，直接影响到电路计算的正确与否，因而建模的过程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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