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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9年以来，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步伐的加快，高等职业教育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形势。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文件等，规范、推
动了高等职业教育健康有序的发展。
同时，社会对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认识在不断加强，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及其培养的重要性也正在被
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
目前，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在学校数、招生数和毕业生数等方面均占据了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成为高
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高等职业教育大发展的同时，也有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中最主要的是按照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的要求，培养一批具有“双师素质”的中青年骨干教师；
编写出一批有特色的基础课和专业主干课教材；创建一批教学工作优秀学校、特色专业和实训基地。
　　为解决当前信息及机电类精品高职教材不足的问题，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与中国高等职业技
术教育研究会分两轮联合策划、组织编写了“计算机、通信电子及机电类专业”系列高职高专教材
共100余种。
这些教材的选题是在全国范围内近30所高职高专院校中，对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进行充分调研的基础
上策划产生的。
教材的编写采取公开招标的形式，以吸收尽可能多的优秀作者参与投标和编写。
在此基础上，召开系列教材专家编委会，评审教材编写大纲，并对中标大纲提出修改、完善意见，确
定主编、主审人选。
该系列教材着力把握高职高专“重在技术能力培养”的原则，结合目标定位，注重在新颖性、实用性
、可读性三个方面能有所突破，体现高职教材的特点。
第一轮教材共36种，已于2001年全部出齐，从使用情况看，比较适合高等职业院校的需要，普遍受到
各学校的欢迎，一再重印，其中《互联网实用技术与网页制作》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先后重印6次
，并获教育部2002年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
第二轮教材预计在2004年全部出齐。
　　教材建设是高等职业院校基本建设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教学内容改革的重要基础。
为此，’有关高职院校都十分重视教材建设，组织教师积极参加教材编写，为高职教材从无到有，从
有到优、到特而辛勤工作。
但高职教材的建设起步时间不长，还需要做艰苦的工作，我们殷切地希望广大从事高等职业教育的教
师，在教书育人的同时.组织起来，共同努力，编写出一批高职教材的精品，为推出一批有特色的、高
质量的高职教材作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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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路与电子技术》是为了适应高职高专电路与电子技术课程教学与改革的需要而编写的。
内容以必需、够用为度，突出实用性。
全书分上、中、下三篇，共20章。
其中上篇为电路基础，中篇为模拟电子电路，下篇为数字电子电路。
书中有较多的例题和应用实例，每篇后除习题外还配有技能实训内容。

　　《电路与电子技术》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机电、电气、自动化、计算机类等专业的教材，也可作
为相近专业的教学参考书。

　　《电路与电子技术》配有电子教案，需要者可与出版社联系，免费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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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线性电阻元件的基本特征　　（1）线性电阻元件的电压和电流成正比，其伏安特性曲线都为过
原点的直线，且其上所加的电压（激励）与其中通过的电流（响应）具有相同的波形。
　　（2）线性电阻元件对不同方向的电流或不同极性的电压表现出的伏安特性对称于坐标原点，即
所有线性电阻元件都具有双向特性。
此种元件称为双向元件，它的两个端子无须加标志区分，可按任意方式接到电路中。
　　需要说明的是，纯粹的线性电阻是不存在的。
在一定条件下，只要电阻值变化很小，在其考虑问题的范围内允许忽略，就可把这种电阻作为线性电
阻处理，以使问题简单化。
　　3.非线性电阻元件及其特征　　一个电阻元件，如果它的特性曲线在u-i平面上不是通过原点的直
线，则称该电阻元，件为非线性电阻。
非线性电阻的主要特征是：　　（1）非线性电阻的电压与电流不成正比，因而其伏安特性不符合欧
姆定律。
　　（2）大多数非线性电阻的伏安特性对坐标原点是非对称的，所以一般都不具有双向特性。
它在正反两个方向连接下呈现出的性能差别很大，因此必须注明电阻两个端子的正负极性，才能正确
使用。
　　（3）分析含有非线性元件的非线性电路一般要用图解法。
半导体二极管和三极管都是非线性元件，它们的伏安特性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详尽分析。
本章主要讨论线性电阻电路。
　　1.3.2 电源元件　　将其它形式的能量转换成电能的设备，称为电源。
如果电源的参数都由电源本身的因素确定，而不因电路的其他因素而改变，则称为独立电源，以后简
称电源。
　　电源是电路的输入，它在电路中起激励作用。
根据电源提供电量的性质不同，可分为电压源和电流源两类，以下分别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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