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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电气信息类本科专业产生了许多新的专业课程，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让学
生学到更多的知识，必须压缩基础课的学时。
在学时比较少的情况下，如何保证基础课的教学质量是当前教学改革面临的一大问题。
　　为了解决“电路分析”和“模拟电路”课程内容多，课时数不够的矛盾，我们根据分立元件的电
路被集成电路大量替代的发展趋势，结合二者需要，根据学以致用的原则，有机地整合“电路分析”
和“模拟电路”两门课程教学的内容，形成本教材。
本教材的主要特点如下：　　（1）根据集成电路研究方法的特点，从应用的角度出发精简“电路分
析”和“模拟电路”两门课程的内容，将原“电路分析”和“模拟电路”课程中交叉重复的内容归并
。
为了保证本书所述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本书采用前后呼应的整合方法，将被归并的内容以基本原理、
实际应用的例题等形式安排在相关的章节中。
这样做既可保证基础知识的完整性和连贯性，又可以增加学生练习的机会，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
解，也有时间对某些重点的课题进行深入讨论，使知识系统化。
　　（2）将“模拟电路”课程教学内容看成是“电路分析”课程教学内容的延伸。
把两门课程的内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利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实践应用的能力，从
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3）根据集成电路替代分立元件的特点，在“电子电路基础”课程的教学中，将大量的分立元
件电路的教学内容删除，增加集成电路的教学内容。
特别是将模拟乘法器作为一个能够实现乘法运算功能的集成电路来介绍，增加模拟乘法器在调制一解
调技术中应用的内容。
便于后续没有开设“通信电路”课程的学生了解调制一解调的概念和实现的电路，为后续专业课的学
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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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子电路基础（第2版）》将“电路分析”和“模拟电路”两门课程的内容有机整合起来，形
成新的“电子电路基础”教材，使用本教材可以在一个学期内完成两门课程的教学。
《电子电路基础（第2版）》的主要内容有直流电路分析基础、正弦稳态电路的分析、RC电路的特性
、半导体二极管及其应用、半导体三极管和场效应管及其应用、负反馈放大器、集成运算放大器和信
号处理电路、波形产生和变换电路、功率放大器、直流稳压电源。
在附录部分介绍了Multisim软件和MATLAB软件的简单使用方法，以帮助学生掌握用Multisim软件进行
实验验证和用MATLAB软件进行解题的技巧。
　　《电子电路基础（第2版）》适合作为计算机和电子信息类专业本科教材，也可以作为电子信息
类学生考研用书和相关专业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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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额定视在功率S又称额定容量，简称容量。
它表明电源设备允许提供的最大有功功率，但不是实际输出的有功功率。
这也是交流发电机、变压器、交流稳压电源等电源设备容量的计量单位用伏安，而不用瓦的原因。
　　一个电源实际输出的有功功率与电源所接负载的性质有关。
当电源接的是纯电阻负载时，实际输出的有功功率等于电源的容量；当电源接的不是纯电阻负载时，
实际输出的有功功率将小于电源的容量。
　　电源接负载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能量的转换。
即通过负载将电场能量转化成其他形式的能量对外做功，输出有功功率。
但电源所接的负载有许多像电动机那样的设备，这些设备主要是由各种线圈组成的，对电源来说是一
个感性的负载。
电源带这样的设备，因电流和电压不同相，功率因数将下降，电源设备的利用率将下降。
要提高电源设备的利用率，必须提高电路的功率因数。
　　提高功率因数的方法是：采用适当的办法减小负载的电抗值，由如图2-23所示的阻抗三角形可知
，采用性质相反的负载进行补偿就可实现减小负载的电抗值、增大功率因数的目的，这种过程称为功
率因数的补偿。
对于感性负载，可用容性负载实现功率因数的补偿；而对于容性负载，可用感性负载来实现功率因数
的补偿。
　　前面介绍的电压三角形、阻抗三角形和功率三角形，虽然所表示的物理含义不同，但在几何数值
的关系上，它们是相似三角形，可以利用解相似三角形的办法进行相应物理量的数值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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