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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电工电子技术”是高等院校的一门基础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使非电类专业的同学获
得一些有关电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大量有关电的新知识正源源不断地补充进电工课程中，与此同时，电
工电子类教材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在现行的课程体系中，像四、六级英语这样的英语课程，对其他课程都有一种挤压效应，电工课程
也不例外。
经过多年的扩招，高等教育已成为大众教育、平民教育，由此带来的许多新问题都需要我们认真研究
与面对，否则就会被边缘化。
为适应本课程教学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并参照教育部对课程制定的基本要求，我们编写了本书。
　　编写本书的基本思路是：　　第一，定位于电工电子基础，强调基本知识点的讲解，适当压缩其
他内容。
全书包括电工、模拟电子和数字电子等传统内容。
　　第二，强调学习方法的传授。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来帮助读者掌握一些基本的学习方法，例如正弦稳态电路与电阻电路的类比分析
法等。
　　　　第三，注意对知识的梳理，每章都给出小结和知识点，有利于学生学习和总结。
对于重点和难点内容给予了较详尽的说明和讨论；对于理解和掌握上易于出错之处给予了必要的提示
。
　　本书集教材和教学辅导资料于一身，希望能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提高学习兴趣。
　　本书由江蜀华和王薇担任主编，王超红和姜学勤担任副主编。
其中，王超红编写了第1、第3章，姜学勤编写了第2和第5章，王薇编写了第7、第9和第10章，江蜀华
编写了其余6章并完成了全书的统稿任务。
参加编写工作的还有王逸隆、朱慧和王思民。
本书的编写和出版得到了青岛科技大学自动化与电子工程学院刘喜梅院长和电工教研室主任高德欣老
师的关怀与支持，在此深表谢意。
　　限于编者的学识水平，书中的疏漏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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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工电子技术基础》共13章，电路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定律，电路的分析方法，一阶电路的过渡
过程——暂态分析，正弦稳态电路，三相电路，变压器与电动机，继电接触器控制电路，二极管、晶
体管和场效应晶体管，分立元件组成的基本放大电路，集成运算放大器，直流稳压电源，门电路与组
合逻辑电路，触发器与时序逻辑电路。
《电工电子技术基础》突出基础，强调方法，注重对知识的梳理。
每章都有小结和知识点，以方便读者学习。
全书采用授课式语言进行讲述，十分便于自学。
《电工电子技术基础》可作为普通高等院校工科非电类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职工大学、夜大以及大
专院校有关专业的教材，并可供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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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电路模型　　电路理论讨论的电路不是实际电路，而是它们的电路模型。
为了便于对实际电路进行分析和用数学方法进行描述，将实际电路元件理想化（或称模型化），用理
想电路元件（电阻、电感、电容等）及其组合模拟替代实际电路中的器件，则这些由理想电路元件组
成的电路即为实际电路的电路模型。
在电路模型中，各理想元件的端子是用“理想导线”（其电阻为零）连接起来的。
　　用理想电路元件及其组合模拟替代实际器件即为建模。
电路模型要把给定工作条件下的主要物理现象及功能反映出来。
例如白炽灯，当其通有电流时，除主要具有消耗电能的性质（电阻性）外，还产生磁场，即也具有电
感性，但电感微小到可忽略不计，因此白炽灯的模型可以是一电阻元件。
又如一个线圈，在直流情况下的模型可以是一电阻元件，在低频情况下其模型要用电阻和电感的串联
组合代替。
可见，在不同的条件下，同一实际器件可能要用不同的电路模型来表示。
　　模型选取得恰当，电路的分析与计算结果就与实际情况接近，反之误差会很大，甚至出现矛盾的
结果。
本书不讨论建模问题。
今后本书所说的电路一般均指实际电路的电路模型，电路元件也是理想电路元件的简称。
　　一个简单的手电筒电路的实际电路元件有干电池、电珠、开关和简体，电路模型如图1.1.2所示。
干电池是电源元件，用电动势E和内电阻（简称内阻）R。
的串联来表示；电珠是电阻元件，用参数R表示；筒体和开关是中间环节，用来连接干电池与电珠，
开关闭合时其电阻忽略不计，认为是一无电阻的理想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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