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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作为高职高专机电、计算机等非电子技术类专业的技术基础课程教材。
为适应高职高专教育的需要，针对高职高专学生的实际情况，组织了多个学校工作在高职高专教育第
一线，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集体编写成本书。
在内容安排上，兼顾到各专业特点，充分考虑知识的连贯性，编入了电路基础、电工基础、模拟电子
技术和数字电子技术的相关内容，既突出了各部分的特点，又强调了各部分的关联。
在知识结构的安排方面突出了“够用为度、重在实用”的原则，以定性分析为主，尽量少用定量分析
，力求以简单明了的语言，将电工电子技术的基本原理阐述清楚。
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将掌握电工电子技术的基本理论知识和相关基础技能。
　　根据职业技术教育的特点，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放弃了以前的教材对“系统性、完整性、权威性”
的强调，把重点放在“实用性”方面，强调理论和实际的结合，同时加强了课程之间的融合，打破原
有的课程界限，将电路基础、电工基础、模拟电子技术和数字电子技术的相关内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使学生在有限的学时内基本掌握电工电子技术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本书共分14章，以电路基础知识、电工基础技能、模拟电子技术和数字电子技术为主线，加强了
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教学，在简化理论数学推导的同时，收编了许多在工程应用中常用的经验公式
等内容。
兼顾到知识的关联性，同时，考虑到使用本教材的各学校在实验实训设备配备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情况
差异，我们没有按照传统的思路编写实训教材，而是将实训内容分成两个部分放在附录里，其中附
录A是课程实训，都是学生必须掌握的基础技能，且实训内容相对比较简单，不需要太多投入就可以
完成，几乎所有学校都具备这样的实训条件。
而模拟电子技术和数字电子技术方面的实训项目，由于需要大量的设备投入，许多不是以电子技术类
专业为主的院校不具备实训条件，所以我们将这部分内容以电路仿真的形式进行介绍，各学校只需在
各自的计算中心机房内安装上现在流行的Multisim系列电路仿真软件，无需另行投入电子技术实训设
备，即可完成模拟电子技术和数字电子技术的课程实训。
有条件的院校也可将这部分内容改在实验室进行，同样可以达到较好的实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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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工电子技术》根据教育部“高职高专教育电工电子技术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编写，主要介绍
了电工电子技术的基本知识、理论以及与之相关的基础技能。
全书共分14章，介绍了电路的基本概念与基本定律、直流电路的分析方法、正弦交流电路、三相正弦
交流电路、变压器、工厂供电与安全用电、电子元器件基础、基本放大电路、集成运算放大器、直流
稳压电源、数字电子技术基础、逻辑门与组合逻辑电路、触发器与时序逻辑电路和数/模与模/数转换
电路等内容，并在最后附加了课程实训、电路仿真和常用电气图形符号，方便教学与应用。
《电工电子技术》推荐教学时数为9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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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于直接耦合多级放大电路具有良好的低频特性，能放大缓变信号，便于集成等特性，被广泛地
应用于集成电路当中。
但是，由于固有的结构问题，直接耦合多级放大电路总是存在工作点相互干扰，容易受到外界因素影
响，甚至出现零点漂移或者失真等缺点。
差动放大电路则是用来改善直接耦合多级放大电路性能的一种电路。
8．6．1差动放大电路的基本概念　　1．零点漂移　　对于多级放大电路而言，当输入为0时，理论上
输出也应该为0。
但是对于直接耦合多级放大电路来说，却不是如此。
　　在直接耦合多级放大电路中，如若将输入端短路（即输入信号“i-O），此时在输出端仍然会有输
出信号，但是这个输出信号是不规则的缓慢变化的交变信号。
这种现象就称为零点漂移，简称零漂。
　　零点漂移是直接耦合多级放大电路固有的现象。
究其原因，可以理解为三极管静态工作点变化所产生的。
在阻容耦合多级放大电路中，由于电容的隔直作用，前级的静态工作点扰动（可以看成是一种缓慢变
化的信号）不会传递到下一级，也就不会出现零漂现象。
而直接耦合多级放大电路由于没有了电容的隔直作用，前级的工作点扰动就成为一种缓变信号，被放
大电路逐级传递，直至输出。
　　导致零点漂移的原因较多，但主要是温度变化、电源电压的扰动和元器件老化等。
其中温度变化是导致零漂的最主要的原因。
　　衡量一个放大电路零点漂移的大小的指标主要有温度漂移和时间漂移两种。
前者主要记录温度变化导致零漂的强弱，后者主要研究的是某一时间段范围内零漂的强弱。
　　在实际使用中，不仅要关注零漂的大小，更重要的是要关注零漂与实际有用信号之问的比例。
这个比例越小，说明电路抗干扰能力越强；反之，电路抗干扰能力越弱。
因此，只有在信号值大于零点漂移信号值时，信号的放大才有实际的使用意义。
　　在不改变直接耦合的情况下，为了抑制零点漂移，可以采用高质量的硅管，利用二极管或者热敏
元件进行补偿等方法，而最有效的方法是采用差动放大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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