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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对高等技术人才知识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电子技术”也成为
各高等学校工科非电类专业的必修课。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是西安交通大学电工电子教学实验中心在开展国家
工科基础课程电工电子教学基地、国家级电工电子教学实验示范中心和国家精品课程“电工电子技术
（电工学）”建设工作的基础上，依据教育部制定的工科高校“电工电子技术”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
，为适应高等学校非电类工科专业“电工电子技术”课程改革的需要而编写的。
本书可与我校刘晔主编的《电工技术（电工学I）》配套使用。
　　本书编写的指导思想如下：　　（1）体现我校电工电子技术课程教学“保基础、重实践、少而
精”的传统。
教学内容紧扣教学大纲，在介绍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加强和突出工程应用，
满足较少学时教学的需要。
　　（2）重视电子器件和集成电路的外特性，通过具有典型意义的分立元件电路介绍电子电路的基
本分析方法。
　　（3）加强对集成电路应用的论述。
在模拟电路部分，重点讨论了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分析和应用；在数字电路部分，则直接由小规模集成
电路入门，重点讨论了中规模集成电路的应用。
　　（4）反映电子技术的新技术和发展方向。
介绍了光电耦合器件、可编程逻辑器件等内容，将迅速发展的电力电子技术单独作为一章加以阐述，
同时引入了Pspice仿真软件，便于学生了解电子技术的新发展。
　　全书共9章，主要内容包括半导体器件、基本放大电路、集成运算放大器、电力电子技术基础、
集成逻辑门和组合逻辑电路、集成触发器和时序逻辑电路、波形产生电路、A／D转换器、大规模集
成电路。
各章配有丰富的例题、习题和思考题，书后提供了部分习题的参考答案，便于教师教学和学生自学。
　　王建华任主编，负责本书的定稿和统稿。
第1，2章由陈国联编写，第3，4，7章由王建华编写，第5，6，8，9章由夏建生编写。
研究生陈浪对部分电路进行了仿真分析。
西安交通大学电工学教研室刘哗、刘晓辉、杨振坤、唐胜安和常弘等老师参加了编写大纲的制定。
　　哈尔滨工业大学吴建强教授仔细审阅了本书的全稿，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
本书的编写工作得到了西安交通大学教务处的大力支持。
在编写过程中，编者借鉴了有关参考文献。
在此，编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现代电子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限于编者水平，书中难免存在错误和不妥之处，欢迎使用本书的
教师、学生和工程技术人员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便改进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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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子技术（电工学2）》全书共9章，主要内容包括半导体器件、基本放大电路、集成运算放大
器、电力电子技术基础、集成逻辑门和组合逻辑电路、集成触发器和时序逻辑电路、波形产生电路
、A/D转换器、大规模集成电路。
各章配有丰富的例题、习题和思考题，书后提供了部分习题的参考答案，便于教师教学和学生自学。
为方便教师教学，《电子技术（电工学2）》配有免费电子教学课件。
　　《电子技术（电工学2）》可与我校刘晔主编的《电工技术（电工学Ⅰ）》配套使用，可作为高
等学校工科非电类专业本科生、大专生及成人教育相关专业的教材和教学参考书，也可供工程技术人
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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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半导体器件具有质量轻、体积小、寿命长以及工作可靠等特点，是构成各种电子电路的核心元件
。
因此，学习掌握二极管、稳压管、晶体三极管和绝缘栅场效应管等常用半导体器件的结构、工作原理
、特性曲线和主要参数是学习电子技术和分析电子电路必不可少的基础。
　　对于半导体器件内部的微观物理过程只需简单地了解，重点应掌握其外部特性和具体应用。
　　1.1 PN结与半导体二极管　　1.1.1 PN结的形成及其单向导电性　　根据物质导电能力的大小，可
以把物质分为导体、半导体和绝缘体三大类。
半导体的导电能力介于导体和绝缘体之间。
常用的半导体材料是硅和锗，它们的外层电子数目都是四个。
当纯净的半导体材料经过适当的加工，使所有的原子按一定规则整齐排列而形成晶体结构时，每-个原
子的四个外层电子就会与周围其他四个原子的外层电子相结合而形成共价键，这就是本征半导体。
当本征半导体被加热或受到光照时，共价键中的价电子将获得能量而挣脱共价键的束缚成为自由电子
，同时在共价键中留下-个空位，称为空穴。
本征激发产生的自由电子带负电，具有空穴的原子因失去-个价电子而带正电，它可以吸引相邻原子中
的价电子来填补这个空穴，因此，在相邻原子的共价键中形成了一个新的空穴，这样就随着价电子的
迁移而形成了空穴的移动，空穴的移动实际上反映的是价电子的反方向移动。
由于空穴移动到哪里，哪里的原子就因失去电子而带正电，所以可以等效地看做空穴带有正电荷。
在半导体中存在着自由电子和空穴两种带电粒子，这是半导体导电机理的特殊之处，通常把这两种带
电粒子统称为载流子。
　　本征激发的自由电子和空穴总是成对地出现，同时也在不断地复合消失。
在一定温度下，载流子的产生和复合达到动态平衡，半导体中的载流子数量保持不变。
当温度升高时，由于本征激发加强，半导体中的载流子数目便增加，其导电性能会显著地提高，这一
特性称为半导体的热敏性。
在实际工作中，常利用半导体的热敏性制成热敏电阻等热敏元件作为温度检测元件。
同样，当有光照射到半导体时，半导体的本征激发也会加强，这时不仅半导体的导电能力会增强，而
且还会产生电动势，这一特性称为半导体的光敏性，利用光敏效应可以制成光敏电阻和光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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