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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今社会已经是一个高度信息化的社会，电子科学技术在信息化过程中充当了一个不可或缺的重
要角色。
电子学已经不仅仅是电子科学与技术类专业学生的专门课程，它日益成为所有理科大学生都应该通晓
的基本知识。
本书就是在复旦大学开始实行全面学分制改革以后，根据电子学基础课程的教学大纲要求编写而成。
　　考虑到兼顾电子类专业和非电子类理科学生的共同需要，本教材在内容安排上重点讨论模拟电子
学中最基本的电路概念，尽量在原理上阐述各种基本电路的结构特点与工作特性，大量的分析从基本
模型或基本电路结构出发进行。
对于具体应用电路，只作典型电路的介绍。
有些比较主要的应用电路则在习题中让学生自行分析。
这样的考虑是希望学生能够掌握基本的分析手段，通过典型例子的分析举一反三，而不致被种类繁多
的应用电路所困扰。
全书共分6章。
　　第1章电路分析基础，介绍了本课程必须的关于电路分析的内容。
　　第2章半导体器件，介绍了半导体二极管、双极型晶体管和场效应管的结构、伏安特性以及各种
等效模型。
其中的重点是各种半导体器件的等效模型，是以下几章的基础知识。
　　第3章晶体管放大器和第4章集成放大器，是关于放大器的基础知识，也是本教材的重点内容之一
。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集成电路技术的发展，模拟集成电路正逐渐与数字集成电路相融合，
典型的例证就是混合信号的片上系统（SOC）得到快速发展。
由于目前在数字集成电路领域主要以CMOS技术为主，所以在频率不是很高的场合，模数混合集成电
路中的放大器要求与CMOS工艺兼容。
基于当前模拟电路的这一发展趋势，本书将场效应管放大器的内容与双极型放大器的内容相提并论，
并单独安排了集成放大器一章。
这样的教学安排是试图让大学一、二年级的学生建立起关于场效应管放大器和集成放大器的基本概念
，以使他们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能够延拓和运用这些概念。
　　第5章反馈，介绍了放大器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反馈问题。
重点分析基本的反馈原理、负反馈的组态以及负反馈电路的特点、负反馈对于放大器的影响、负反馈
电路的近似估算等内容。
同时引入正反馈及其主要应用电路。
　　第6章信号处理电路，主要介绍基于集成运放的运算电路、滤波电路等应用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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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电子学基础课程中关于模拟电子学部分的教材。
包含电路分析基础、半导体器件、基本放大器、集成放大器、反馈以及信号处理电路等内容。
在内容安排上重点讨论模拟电子学中最基本的电路概念；尽量在原理上阐述各种基本电路的结构特点
与工作特性；从基本模型或基本电路结构出发进行大量的分析。
对于具体应用电路，只作典型电路的介绍。
本书重点培养学生的基本分析能力，目的是使学生能够通过典型例子举一反三，完成对一般模拟电路
的分析工作。
     根据目前模拟集成电路的发展情况，本书还看重安排了场效应管、场效应管放大器以及集成放大器
的内容。
力图让学生建立关于场效应管放大器和集成放大器的基本概念，以使他们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能够
延拓和运用这些概念。
     本书可以作为高等学校电子科学与技术类专业学生的教科书，也可以作为大学理科学生以及相关工
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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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同样，利用虚短路虚开路的概念，我们可以知道例5-5电路中集成运放输入端的闭环输入电阻近似
为0（只是一个指导性概念）。
然而完全无法从虚短路虚开路概念中导出其闭环输出电阻的数值。
为了得到比较确切的输入输出电阻，我们应该采用类似例5-3的方法来计算例5-5电路。
由于我们将在下一节作更深入的讨论，所以在这里我们仅指出运用虚短路虚开路的近似估算方法有它
的适用性和局限性：　　（1）可以用来计算深度负反馈放大器的增益或传递函数，计算过程简单方
便。
计算增益的例子已经在这里介绍了，关于计算传递函数的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介绍。
　　（2）只有在运放处于深度负反馈状态时才能成立。
例如由于集成运放频率特性的限制，当输入信号的频率升高后，运放的开环增益下降。
若增益下降到不满足深度负反馈条件时，上述近似方法将不成立。
　　（3）只能定性估计放大器的输入阻抗，无法估计输出阻抗。
　　5.2.2负反馈放大器的一般分析　　前面我们讨论了深度负反馈放大器的估算，但是也指出了其不
足。
本节将讨论负反馈放大器的一般分析。
　　我们在前面对负反馈放大器进行理论分析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假定，就是认为反馈网络是理想的
，即反馈网络的取样端只取信号，不取功率；反馈网络的输出端是理想电压源或理想电流源；反馈网
络只有单向的信号传递功能。
　　但是实际的反馈网络往往是由无源器件组成的。
由无源器件构成的反馈网络不仅在取样端要损耗信号功率，其输出也不是理想的信号源，而且是一个
双向网络。
我们仍然以电压串联负反馈放大器为例，将图5-20电路中的运放用简化的等效电路代替，得到的电压
串联负反馈放大器等效电路如图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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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模拟电子学基础(第2版)》可以作为高等学校电子科学与技术类专业学生的教科书，也可以作为
大学理科学生以及相关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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