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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根据中等职业学校机电类专业课程的设置要求编写的。
全书内容由电工、电子技术基础两部分组成。
电工部分主要内容有：电路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定律、直流电路、正弦交流电路、三相交流电路、变压
器；电子技术基础部分主要内容有：常用半导体元器件、整流和稳压电路、各种放大电路、数字电路
基本知识、组合逻辑电路和时序逻辑电路。
    本书可作为中职学校三年制机电类各专业教学使用，也可作为培训教材使用（配有教学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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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5章　常用半导体器件　　5.1 半导体二极管　　自然界中不同的物质，由于其原子结构不同，
因而导电能力也各不相同。
根据导电能力的强弱，可以把物质分成导体、半导体和绝缘体。
导电能力介于导体与绝缘体之间的物质称为半导体，如硅、锗、砷化镓以及金属氧化物和硫化物等都
是半导体。
　　5.1.1 PN结　　完全纯净的半导体，称为本征半导体。
通常情况下，本征半导体的导电能力相当于绝缘体。
但若在本征半导体中有目的地掺入微量的有用杂质，半导体的导电性能就会发生显著变化，这一特点
是半导体独有的。
　　按掺入杂质的不同，可获得N型和P型两种掺杂半导体。
单纯的P型或N型半导体仅仅是导电能力增强了，但还不具备半导体器件所要求的各种特性。
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通过一定的生产工艺把一块P型半导体和一块N型半导体结合在一起，这样在
它们的交界面处就会形成PN结。
PN结具有单向导电性。
这一特性很重要，所有的半导体器件都是利用这一特性而工作的。
　　什么是PN结的单向导电性呢?　　当在PN结上加正向电压（也称正向偏置），即P区接电源正极
，N区接电源负极时，如图5—1a所示，这时PN结的电阻很低，电路中电流可顺利流过，PN结处于正
向导通状态；而当在PN结上加反向电压（也称反向偏置），即N区接电源正极，P区接电源负极时，
如图5—1b所示，这时PN结的电阻很高，阻止电路中电流通过，PN结处于反向截止状态。
这就是PN结的单向导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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