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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依据教育部高教司关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相关文件精神及“模拟电子技术”教学大纲，按照
“基础理论要以应用为目的，以必需、够用为度，以讲清概念、强化应用为教学重点，加强专业学习
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同时应使学生具备一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原则编写。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计算机、电子、信息技术和电器自动化等专业的模拟电子技术课程教材，也可供
从事电子技术工程的技术人员参考。
　　本书的编写人员均为高职高专电子技术教学第一线的教师，具有多年教授模拟电子技术课程的丰
富经验。
根据高职高专学生的实际情况，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删除了繁杂的数学公式推导以及集成电路的内部结
构，力求简明扼要、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突出重点，在分析、计算时突出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忽
略次要因素，不苛求数学上的严密性，而是注重应用性。
　　本书的内容兼顾了模拟电子技术的新发展，删除了不符合当前形势的内容，注重介绍模拟电路的
新理论、新技术、新器件。
为了反映现代电子技术的新成果、新技术，本书介绍了一些常用的最新模拟集成电路，如集成运算放
大器、集成三端式稳压器、开关电源等。
此外，还介绍了一些新的常用电子器件，如发光二极管、光电二极管、变容二极管等。
　　编写本书的指导思想如下。
　　1.精选内容。
由于电子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内容繁多，而学时有限，因此本书在保证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分
析方法的前提下，力求精选内容，减少分立元件的内容，加强集成运算放大器、集成功率放大器、集
成稳压电源的内容和应用，贯彻分立为集成服务的原则。
而对于集成内部电路不做过多分析。
　　2.增强实用性。
本书编排上以功能电路为线索，并引进了“两个结合”：理论和Pspice计算机仿真相结合；理论和技
能训练相结合。
重在帮助学生了解元器件、电子电路在实际中的应用和掌握基本分析工具、基本分析方法。
重点放在元器件的外部特性、引脚识别、使用注意事项等知识。
　　3.分散难点，循序渐进。
在每一模块中，均以一类半导体器件及其基本应用电路为一章，模块内容按先分立元件电路再集成电
路的顺序，力求做到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符合教学规律。
讲元件、器件时着重突出其外部特性和正确选用，讲电路时着重突出其功能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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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为适应高职高专电类专业培养目标要求，在多年教学改革实践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主要分析
半导体器件的特性、分立元件电路和集成电路的原理及性能。
在编写上，本书注重基本知识和电路的应用，力求使其广度和深度满足高职高专电类专业的教学和实
习实训的需要。
    全书共分8个模块，每一模块都包括理论和技能训练两部分：第1模块为常用半导体器件，第2模块为
基本电压放大器，第3模块为低频功率放大器，第4模块为负反馈放大器，第5模块为集成运算放大器，
第6模块为信号发生器，第7模块为直流稳压电源，第8模块为电子线路仿真软件简介。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计算机、电子、信息技术和电器自动化等专业的模拟电子技术课程教材，也可
供从事电子技术工程的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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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源滤波器（APF）是一种用于动态抑制谐波、补偿无功的新型电力电子装置，它能够对大小和
频率都变化的谐波以及变化的无功进行补偿，之所以称为有源，是因为该装置需要提供电源，其应用
可克服LC滤波器等传统的谐波抑制和无功补偿方法的缺点（传统方法只能固定补偿），实现了动态跟
踪补偿，而且可以既补谐波又补无功。
　　1.有源滤波器的特点和分类　　滤波器是一种能使有用频率信号通过而同时抑制或衰减无用频率
信号的电子装置。
有源滤波器是由有源器件构成的滤波器。
由集成运算放大器（工作在线性区）和RC网络组成的有源滤波电路主要有以下优点：体积小，重量轻
，不需要加磁屏蔽；电路中的集成运算放大器可以加串联负反馈，使输入电阻高，输出电阻低；除起
有源滤波作用外，还可以放大，而且放大倍数容易调节。
　　有源滤波器实际上是一种具有特定频率响应的放大器。
它是在运算放大器的基础上增加一些R、C等无源元件构成的。
通常有源滤波器分为低通滤波器（LPF）、高通滤波器（HPF）、带通滤波器（BPF）和带阻滤波器
（BEF）四种。
　　2.低通滤波器低通滤波器（LPF）用于工作信号为低频（或直流），并且需要削弱高次谐波或频率
较高的干扰和噪声等场合，即整流后滤波。
　　低通滤波器的主要技术指标有通带增益和通带截止频率。
通带增益是指滤波器在通频带内的电压放大倍数，性能良好的LPF通带内的幅频特性曲线是平坦的，
阻带内的电压放大倍数基本为零。
通带截止频率的定义与放大电路的上限截止频率相同。
通带与阻带之间称为过渡带，过渡带越窄，说明滤波器的选择性越好。
　　一阶低通滤波器的电路如图5.4 1所示，其幅频特性见图5.4 2，图中虚线为理想的情况，实线为实
际的情况。
其特点是电路简单，阻带衰减慢，选择性较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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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模拟电子技术》的内容兼顾了模拟电子技术的新发展，删除了不符合当前形势的内容，注重介
绍模拟电路的新理论、新技术、新器件。
为了反映现代电子技术的新成果、新技术，本书介绍了一些常用的最新模拟集成电路，如集成运算放
大器、集成三端式稳压器、开关电源等。
此外，还介绍了一些新的常用电子器件，如发光二极管、光电二极管、变容二极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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