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电子线路基础>>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电子线路基础>>

13位ISBN编号：9787040322200

10位ISBN编号：704032220X

出版时间：2011-6

出版时间：高等教育出版社

作者：张晓林，张凤言 著

页数：31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电子线路基础>>

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电子线路基础》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
规划教材，是关于电子线路设计基础的教材。
内容紧扣教育部高等学校电子信息与电气信息类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制定的“电子线路与电子
技术类课程教学基本要求”。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电子线路基础》共分六章，内容包括，半导体基础
、基本单元电路和输出级、放大电路的频率特性、集成运算放大器、放大电路反馈原理与稳定化基础
、直流稳压电源。
　　学生通过学习《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电子线路基础》，可以系统地掌握电
子线路的基本原理、基本概念和各种功能单元电路的工作原理和分析设计方法，为电子系统的工程实
现和后续课程学习打下必备的基础。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电子线路基础》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培养学生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
《电子线路基础》的主要特色是；强调基本知识点、强调eda的应用并给出实验的建议内容。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电子线路基础》可作为高等学校理工科电子信息、
通信、自动化、计算机等各专业本科生教材或教学参考书，可供研究生和教师参考，也可作为相关工
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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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运算放大器（简称运放）是模拟系统和混合信号系统设计中使用频繁的一个部分。
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运放电路含有自己的电流源、放大结构、输入输出级等单元，是前面所学部分
的一个综合，也可以作为前面所学内容的设计和应用，同时它又在实际应用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随着微电子技术的不断发展，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功能、种类以及特性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新型的放
大器也层出不穷，例如功率运算放大器、精密仪器用差分运算放大器、可控运算放大器等。
由于具体结构不同，复杂程度不同，不同的运放可被用来实现从直流偏置的产生到高速放大或滤波等
各种不同的功能。
在运算放大器设计中，与类似的CMOS晶体管相比，BJT有很多优点，例如对于给定的电流有更高的跨
导、增益、更快的速度、更低的输入偏移电压和更低的输入噪声电压，所以在需要直流耦合、低偏移
量和低漂移的场合，双极型结构可以提供优异的模拟性能。
然而，CMOS结构电路面积更小，消耗的能量更少，所以在构建信号处理系统数字部分以及嵌入式或
便携式系统中占有主导地位。
　　本章首先介绍集成运放的一些主要技术参数；然后讨论上述某些集成运放的原理，重点分析某些
集成运放的特性，并介绍同类产品；最后介绍有关集成运放的实际应用知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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