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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2版)》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是在2003年出版的《模拟
电子技术基础》（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的基础上，参照“教育部电子电气基础课
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2005年颁布的“模拟电子技术基础”课程基本要求，总结西安交通大学电子学
教研组多年教学实践经验修订而成的。

本次修订未改变原教材的体系，仍然遵循“器件”、“电路”、“应用”相结合，以器件、电路工作
原理及分析方法为基础，电路及系统应用为目的的原则，体现“难点分散、引导人门、利于教学”的
指导思想，保持我校电子技术基础教学“保基础、重实践、少而精”的传统。
内容包括：绪言、半导体二极管及其应用、晶体管及放大电路基础、场效应管及其放大电路、集成运
算放大器、反馈和负反馈放大电路、集成运放组成的运算电路、信号检测与处理电路、信号发生器、
功率放大电路、直流稳压电源、在系统可编程模拟器件原理及其应用、Pspice软件及模拟电路仿真等
。
各章末有小结，并配有难易程度和数量都比较适当的思考题及习题。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2版)》可与西安交通大学张克农主编的《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第2版）配套
使用，作为高等学校电气信息、仪器仪表、电子信息科学类及其它相近专业本、专科生“电子技术基
础”课程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也可供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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