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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微电子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电工电子技术
已成为许多专业开设的一门技术基础课程。
随着电T电子技术的发展，所涵盖的内容越来越多，但受限于新的教学大纲和学生知识结构的变化，
该门课程所允许的授课学时却越来越少，该教材就是为了适应这种形势的需要而编写的。
编者在分析了国内重点大学的改革教材的基础上，结合多年来在该门课上的教学体会及在该领域的科
研实践体会，力求在教材编写中体现出以下的思路和特色。
　　（1）教材删除了对理论公式的严密推导过程，重点强调公式的应用；最大限度地删除了对半导
体器件内部物理过程的数学分析，把注意力放在器件的外部伏安特性、模型和参数上面。
（2）虽然新器件、新电路不断涌现，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是不会变化的。
教材始终以“讲透概念原理、打好电路基础”为宗旨。
对基本概念的讲述一般不压缩篇幅，这是使教材易读的重要措施。
简化公式的数学分析推导过程，使公式简明易记，重在应用。
在内容的安排和介绍中不仅思路清晰，而且注意归纳提出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步骤，注重教学效果。
　　（3）教材服务的对象是初学者，因此在章节次序的安排上应符合由浅人深，由个别到一般的认
识规律。
例如：不为“先器件后电路”的系统性，而把器件在前面的章节里就全盘托出，使得学习难度增加。
代之以“边器件边电路”的方法，介绍完一种器件，接着就讲它的基本实用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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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工电子技术》是按照1995年教育部（原国家教委）颁发的“高等工业学校电子技术基础课程
教学基本要求”，本着简洁、通俗、先进和实用的原则精心编写的。
《电工电子技术》主要介绍电路的基本概念、基本定律及分析方法； 电路的暂态分析； 单相正弦交
流电路； 三相电路； 半导体基础知识； 晶体管及基本放大电路； 集成运算放大器及应用； 数字逻辑
电路基础； 逻辑代数与逻辑函数； 组合逻辑电路以及时序逻辑电路。
　　《电工电子技术》每章有小结和习题，并附有部分习题答案和自测试卷，以便于教师教学和学生
自学。
　　《电工电子技术》可作为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教育各专业电工电子技术课程的教材。
教学学时为60～80学时。
《电工电子技术》也可供工程技术人员自学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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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电感滤波电路具有良好的外特性，因此，在大功率滤波电路中常采用电感滤波电路。
但为了增大电感量，往往要带铁心，使得电感滤波电路笨重，体积大，也容易产生电磁干扰，使用不
太方便，一般只适用于低电压大电流的场合。
　　5．5．3稳压电路　　经过整流和滤波后的直流电压，可对具有一般要求的直流电路供电。
但在有些电子电路（如计算机）中，对直流电源输出电压的稳定性要求很高。
此时需在滤波环节的后面还要加上一个稳压环节，以保证在交流电源电压波动或者在负载变化时，均
能输出稳定的直流电压。
　由稳压管组成的稳压电路称为并联稳压电路，由集成稳压芯片组成的稳压电路称为集成稳压电路。
下面分别介绍它们的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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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介绍电工电子技术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分析和计算方法。
在阐明物理概念和基本定律的前提下，采用工程近似方法进行计算，略去一些不必要的数学推导。
　　推陈出新 《电工电子技术》所讲述的内容，大多是近十年来国内外工程中广泛采用的新技术、新
工艺、新材料和新设备等，力图反映国内外工程界与学术界在电工电子技术方面所取得的最新成果，
保持与世界电工电子技术的发展同步。
强调安全《电工电子技术》按照现行的国家标准规范和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有关标准，在工程设
计、制造和施工中，应保证人身安全。
　　突出应用 全书所选实训大部分来自工程实际，有助于提高学生实际工作的基本技能。
《电工电子技术》采用国际通用的图形符号、名词和术语，力求把现行的国家标准规范和IEC有关标
准有机地结合到相应章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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