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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继承了已出版的《电工电子技术（上、下）》（“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的建设成果，力
图通俗易懂，编写时相对压缩了电工电子技术各基础理论，突出了“数字电子技术”、“大规模集成
电路”、“电子控制”等电工电子重点应用方面的教学内容，并对电路、数字电子技术嵌入了计算机
仿真结果（程序或分析过程）。

　　全书共分为两篇。
上篇为电工基础，包括电路理论、变压器、电动机；
下篇为电子技术，包括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大规模集成电路、电气过程中的测量及控制技
术。
各章均备有较多的例题、习题、思考题及小结。

　　本书及其配套资源构成了全立体化的电工电子技术教材，包括文字、电子两种形式。
文字教材包括主教材（本书）、电工电子实践教程（实验指导书）、电工电子技术基础教程全程辅导
三本书。
电子教材包括公开教学网站（
http：//dgdz.ccee.cqu.edu.cn），有着比文字教材更丰富的内容和计算机仿真程序、部分习题答案、每
章复习指导等，对读者在较短时间内理解并掌握本教材内容有较大帮助。

　　本书可作为重点本科“电工电子技术”、“电工学”少学时课程教材； 也可作为二、三类本科、
应用本科类似课程的教材；
还可供有兴趣的读者自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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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工电子技术基础教程》及其配套资源构成了全立体化的电工电子技术教材，包括文字、电子
两种形式。
文字教材包括主教材、电工电子实践教程（实验指导书）、电工电子技术基础教程全程辅导三本。
电子教材包括公开教学网站（《电工电子技术基础教程》可作为重点本科"电工电子技术"、"电工学"少
学时课程教材； 也可作为二、三类本科、应用本科类似课程的教材； 还可供有兴趣的读者自学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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