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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社会，电子、电气技术的发展日益迅速，各种电子电气设备在各个领域中均扮演着重要角色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掌握电工电子技术的初步知识成为非电类工科各专业学生的基本技能要
求，因此，各大高校非电类工科专业均开设了“电工电子技术”课程或类似课程.电工电子技术已成为
高职高专院校重要的技术基础课。
　　本书是根据高职高专院校电子信息类、机电类、信息技术类专业“电工电子技术”课程的基本要
求编写的，并参照了有关行业职业技能鉴定规范。
　　本书紧密结合高职高专教学特点，按照理论联系实际、循序渐进、便于教学的理念编写。
本书在内容上以贴近工程实际所需的电工与电子技术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为主线，内容编排力求简
洁明快、深入浅出，在理论上以“必需、够用”为原则，强调结论及其在实际中的应用，突出理论与
实践的结合，以指导实践应用为目的。
编写中力图通俗易懂，以使非电类学生能在较短时间内形成对电工电子技术的初步认识，同时也增加
了现代电工技术的新知识。
全书共分13章。
第1章为直流电路，介绍了直流电路的基本知识，欧姆定律、基尔霍夫定律以及复杂电路的分析方法
等。
第2章为单相正弦交流电路，介绍了正弦交流电的基本概念、正弦交流电的多种表示方法、引入了正
弦量的相量表示法，介绍了单一参数电路，在此基础上，介绍了多参数组合的简单正弦交流电路的分
析与计算方法。
第3章为三相交流电路，介绍了三相负载的连接以及三相功率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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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13章，内容包括直流电路、单相正弦交流电路、三相交流电路、磁路与变压器、电路的
暂态分析、交流异步电动机及继电控制、可编程序控制器、供电配电与安全用电、电子电路中常用的
半导体元件及电路、集成运算放大电路、门电路和组合逻辑电路、触发器和时序逻辑电路、数/模与
模/数转换电路等。
为了使读者更好地掌握和理解课程内容，书中配有较多贴近实际的例题、应用案例和习题。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及成人教育电子信息、电力、机电、计算机、通信及自动化等专业学习
电工电子技术的教材或参考书，也可供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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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a.仍然要注意正确的选择测量项目，如果误选了交流电压挡，读数可能会偏高，也可能为零（与
万用表接法有关）；如果误选了电流挡或电阻挡，仍然会造成打弯指针或烧毁表头的恶果。
　　b.测量前，必须注意表笔的正、负极性，将红表笔接被测电路或元器件的高电位端，黑表笔接被
测电路或元器件的低电位端。
若表笔接反了，表头指针会反方向偏转，容易撞弯指针。
　　c.读数：电压值：V（mV）／每格×格数。
　　测量直流电压的注意事项如下。
　　a.测量电压时，表笔应与被测电路并联。
　　b.测量直流电压时，应注意极性。
若无法区分正、负极，则先将量程选在较高挡位，用表笔轻触电路，若指针反偏，则调换表笔。
　　c.合理选择量程。
若被测电压无法估计，先应选择最大量程，视指针偏摆情况再作调整。
　　d.测量时应与带电体保持安全间距，手不得触至表笔的金属部分。
测量高电压（500-2500V）时，应戴绝缘手套且站在绝缘垫上使用高压测试笔进行。
　　电阻的测量方法与注意事项。
　　a.严禁在被测电路带电的情况下测量电阻（特别是严禁用万用表直接测电池内阻）。
因为这相当于将被测电阻两端电压引入万用表内部测量线路，导致测量误差，如果引入的电压电流过
大，还会损坏表头，所以在测量前必须切断电源。
如果被测电路中有大容量电解电容器，应先将该电容器正、负极短接放电，避免积存在其中的电荷通
过万用表泄放，导致表头损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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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工电子技术》：中国通信学会普及与教育工作委员会推荐教材　　贴近工程实际所需．紧扣
高职高专教学特点　　内容编排简捷明快，以“必需、够用”为原则　　以指导实践为目的，强调结
论及其实际应用　　《电工电子技术》是根据高职高专院校电子信息类、机电类、信息技术类专业《
电工电子技术》课程的基本要求编写的，并参照了有关行业职业技能鉴定规范。
《电工电子技术》紧密结合高职高专教学特点，按照理论联系实际、循序渐进、便于教学的理念编写
。
《电工电子技术》在内容上以贴近工程实际所需的电工与电子技术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为主线，内
容编排力求简捷明快、深入浅出，在理论上以“必需、够用”为原则，强调结论及其在实际中的应用
，突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指导实践应用为目的。
编写中力图通俗易懂，以使非电子类学生能在较短时间内形成对电工电子技术的初步认识，同时也增
加了现代电工技术的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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