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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为高等工科院校本科生科技创新活动培训“电工电子工程基础知识”而撰写的。
本书涵盖了多数工科院校开设的“电工实习”内容，又根据我校电工电子科技创新中心的教学实践作
了一些调整，如增加了“常用电子仪器设备使用”章节，目的是为学生进创新实验室或全开放实验室
开辟设备使用的绿色通道。
这借鉴了国外高校实验室开放管理中——学生进开放实验室必须拥有“设备使用合格证”的措施。
本书也是华中科技大学电工电子科技创新中心实践创新培训系列课程“电工电子工程基础Ⅰ～Ⅸ”的
开篇课程教材。
　　审视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现状可以发现，课外科技创新教育以其实践性和时效性对学生具有巨大的
吸引力，已成为当前高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内高校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探索和努力实践，课外科技创新教育已产生了多种形式，如大学生科技创
业基金、创业网站、创新院、创新基地、创新团队等，其中“创新基地”正越来越成为主要形式之一
，成效也十分显著：大学生公司、大学生专利、大学生国际大奖赛⋯⋯与这种如火如荼的实践开展相
反，适合“创新基地”需要的培训教材却严重缺乏，急需一批能满足各类科技创新活动需要的培训教
材。
　　华中科技大学电工电子科技创新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秉承“为精英提供机会，让机会造就大师
”的理念，以“提高实践能力，培养创新精神”为人才培养目标，建立了全开放的创新实验室，以开
设系列信息类实践选修课为培训平台，以重大学科竞赛为检测平台，构建基于本科生的课外实践创新
培养体系，致力于将中心建设成为拔尖创新人才的孵化中心、国内国际重大学科竞赛的培训中心、科
技创新活动及创新实践教学改革的示范中心。
　　经过多年课外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实践，中心积累了大量的培训资料，并在学校全面推行
学分制改革之际，将课外优质教学资源进行整合、优化，形成“电工电子工程基础Ⅰ～Ⅸ”系列课程
，并以华中科技大学自然科学类公共选修课的形式面向学生设课。
2003年“电工电子工程基础Ⅰ～Ⅵ”系列课程被正式纳入华中科技大学公共选修课表。
“电工电子工程基础”系列选修课经过近4年的不断建设，目前已增至9门。
各选修课的教学主要内容与时间安排见表1。
将课外创新教育纳入正规教学体系，不但使分散、无序的课外科技活动规范化、有序化、制度化，同
时也解决了多年来阻碍课外科技活动开展的诸多问题，如教师指导学生开展课外科技活动工作量的计
算、酬金的发放，培训场所等系列问题。
此外，开设系列信息类工程实践选修课，为大学生创新基地的常态化培训构建了培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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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工电子工程基础》是华中科技大学电工电子科技创新中心实践创新培训系列课程“电工电子
工程基础”的开篇课程教材。
《电工电子工程基础》分为五个部分：交流电路及安全用电、焊接技术、常用电子测量仪器仪表及应
用、常用电子元器件、印制电路板设计与制作。
其中，交流电路及安全用电、常用电子元器件，以及附录是面向初学者而提供的信息性、资料性的电
工电子基础知识；焊接技术、常用电子测量仪器仪表及应用、印制电路板的计算机辅助设计是实践性
很强的部分，是电工电子类实践创新的实践基础，是培训学生首选必修实践内容之一。
　　《电工电子工程基础》可作为高等工科院校本科生科技创新活动培训电工电子工程基础知识的教
材，也可作为电工实习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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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电源部分包括供给X、Y通道使用的低压电源及供示波管使用的高压电源。
Y通道用于传输被测信号，由于被测信号可能很大，也可能很小，因此为了使荧光屏上显示的波形幅
度适中，Y通道由Y轴衰减器和Y轴放大器组成，以便观察不同幅度的各种信号。
x通道中的扫描电路是一个能连续产生周期性线性电压的锯齿波发生器。
为了能在荧光屏上看到一个稳定的待测信号波形，必须使锯齿波电压的周期是待测信号周期的整数倍
。
同步电路的作用就是使锯齿波电压的周期满足上述要求。
其中，“内”同步是利用被测信号实现同步的；而“外”同步则是利用外部所加的电压实现同步的。
　　2．示波管的示波原理　　示波管又称阴极射线管（简称为CRT），是示波器的主要部件之一，它
是一种利用高速电子冲击荧光屏使之发光的显示器。
示波管由电子枪、偏转系统和荧光屏三部分组成。
其结构如图3．2．2所示。
整个结构密封在一个喇叭状的玻璃壳中，玻璃壳内部高度真空。
　　（1）示波管结构　　电子枪由灯丝T、阴极K、控制栅极G、第一阳极A1和第二阳极A2组成。
阴极是一个端面涂有氧化物的镍杯，灯丝就装在镍杯内部，灯丝通电后能使阴极发热，并向外发射电
子。
调节控制栅极G的电位（即示波器面板上的亮度旋钮）可以控制达到荧光屏上的电子数目，而电子数
目又与光点亮度有关，所以可以用改变栅极电位的办法，控制示波管光点的亮度。
由于阴极的加速和聚焦作用，发射出来的电子形成一条高速且聚集成细束的射线，示波器上的聚焦旋
钮就是用来改变阳极电压，调节光点的清晰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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