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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工电子技术》是根据教育部面向21世纪高等学校电工学课程教学要求，并结合工程实际的特
色而编写的。
参考学时为40～60。
内容包括电路的基本概念与基本定律、电路的分析方法、一阶电路的时域分析、基本放大电路、集成
运算放大器、直流稳压电源、门电路及组合逻辑电路、触发器及时序逻辑电路、存储器及可编程逻辑
器件、数模与模数转换电路、变压器与电动机等。
各章在基本概念、原理和分析方法的阐述上力求通俗易懂，并加强了实际应用内容。

　　《电工电子技术》可作为高等工科院校非电类各专业“电工电子技术”课程的教材，也可供高职
、电大等相关专业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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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1世纪高等院校信息与通信工程规划教材：电工电子技术》可作为高等工科院校非电类各专业
“电工电子技术”课程的教材，也可供高职、电大等相关专业选用。
　　本书适应了我国普通高等学校非电工类工科专业需求，是学生以少课时获得电工电子类必备基础
知识，避免了花费几个学期的时间学习过于系统的电子类课程。
本教材适合高等院校计算机、软件等工科专业，具有重软件、轻硬件的特点，弱化电路分析内容，突
出数电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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