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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机电一体化系列教材：模拟电子技术（第2版）》是《模拟电子技术》修订版，在第1版的基础
上。
精炼了部分基础内容，加强了电力电子器件及其应用，加入了Multisim软件功能的介绍，拓宽了知识
面。
各章后均配有习题，便于学生掌握和巩固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方法。
　　《机电一体化系列教材：模拟电子技术（第2版）》共分为10章，分别为：半导体二极管、晶体管
和场效应晶体管、交流放大电路、功率放大电路、集成运算放大器基础、负反馈放大器、集成运算放
大器的应用、信号发生器、直流稳压电源、电力电子器件及其应用和Muhisim的功能和应用。
　　《机电一体化系列教材：模拟电子技术（第2版）》和《数字电子技术》第2版配套，可作为高等
学校机电专业本科生“电子技术”课程的理论课教材，也可供其他相关专业选用以及从事机电工程的
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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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半导体二极管、晶体管和场效应晶体管　　不管在分立元件电路中，还是在集成电路中
，半导体二极管、晶体管和场效应晶体管都是应用最为广泛的半导体器件。
掌握这几种半导体器件的工作原理是学习各种电子电路的基础。
本章首先介绍半导体的基础知识，在此基础上介绍半导体二极管、晶体管和场效应晶体管的基本结构
、工作原理、特性和主要参数。
　　1.1　半导体的基础知识　　1.1.1　半导体的导电特性　　在自然界中属于半导体的物质有很多种
，但用来制造半导体器件的材料主要有硅（Si）、锗（Ge）和砷化镓（GaAs）。
这些半导体在电子技术中之所以得到广泛的应用，并不在于它们的导电能力介于导体和绝缘体之间，
而是因为它们的导电性会随外界条件的不同发生明显的变化，并可以人为地加以控制。
这种独特的导电性表现在：　　（1）热敏性一些半导体对温度的反应很灵敏，其导电能力随环境温
度升高而明显增加，利用这种特性可以做成各种热敏元件。
　　（2）光敏性有些半导体在受到光照时，导电能力也明显增强，利用这种特性可以制成各种光电
元件。
　　（3）掺杂性在纯净的半导体中掺入微量的其他元素（称为杂质），就可以使半导体的导电能力
大大增加。
利用这一特性可以制成各种半导体器件。
　　半导体为什么具有这些独特的导电性呢？
这是由它内部的原子结构和原子之间的结合方式所决定的。
一种物质能否导电要看其内部有无可以自由移动的带电粒子，这种带电粒子称为载流子。
下面首先简述半导体的原子结构和载流子的形成。
　　1.本征半导体　　用硅或锗制造半导体器件时，必须形成单晶体。
我们把纯净的没有结构缺陷的半导体单晶称为本征半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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