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通信电子电路设计>>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通信电子电路设计>>

13位ISBN编号：9787560957777

10位ISBN编号：7560957773

出版时间：2010-1

出版时间：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作者：郭云林，陈松 著

页数：28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通信电子电路设计>>

前言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和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湖北赛区专家组，策划出版一套电气信息类创新
人才培养系列丛书。
该丛书要求既要继承传统理论原理，又要尽量吸收近年来电子技术发展的新器件、新技术、新理论，
并要对电子设计竞赛有一定指导意义；旨在促进高等院校工科相关专业学生理论水平和工程实践能力
的全面提高，培养未来专家型创新人才。
本书即是根据这些要求编写的上述系列丛书之一。
　　本书具有以下特点。
　　（1）理论体系完整、内容简洁　　理论原理的完整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继承了前辈和
今人的劳动成果；二是对近年来出现的新器件、新技术、新理论也作了尽可能多的搜集和整理。
这样，读者通过学习本书，就能对通信电子电路（不少书籍亦称之为高频电子线（电）路）主要功能
电路的基本概念、原理、分析方法及应用方法，有一个比较新的完整的了解。
　　内容的简洁性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各章、节前后衔接的关系上，尽量做到逻辑严谨、
联系紧凑，减少重复、交叉或脱节的现象；二是在继承传统理论原理时，强调了继承其精华和干线知
识点，对那些现时可学可不学的或业已过时的知识基本上就舍弃了。
这从本书的总目录上看便一目了然。
　　（2）大量吸收新器件、新技术知识　　为了跟上快速发展的电子技术的新形势，本书注意吸收
了许多电子技术的新器件、新技术知识，使传统理论原理在新的形势下焕发出新的活力，并获得了一
定的扩充。
本书差不多每一章都有相关系列新器件性能介绍和新技术应用举例，以开拓读者视野，提高学习兴趣
；同时也相当于给读者提供了一些新器件、新技术资料。
　　（3）突出工程实践能力培养　　为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加强对学生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
，本书中各章都安排有应用电路设计的例子。
题材取自毕业设计、课程设计课题，综合设计性实验，大学生电子竞赛赛题以及新器件技术资料等；
设计方法尽量做到规范，有实际参考价值；测试数据均为笔者亲手实验所得，比较可信；有关芯片的
使用注意事项，除资料介绍的外，都是笔者多年工作的点滴经验，或许有借鉴意义。
在每一章学习结束后，进行一次应用电路设计实训，对于加强读者的工程实践意识，提高动手能力和
创新设计能力，是一定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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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通信电子电路设计》是一本尝试性的创新人才培养教材。
在继承传统理论原理的基础上，大量吸收了近年来出现的新器件、新技术、新理论，并突出了工程设
计实例等内容。
　　全书共分为十章，即：绪论，通信电子电路基础，高频小信号放大器，非线性电路分析基础，谐
振功率放大器，正弦波振荡器，振幅调制、解调与混频，角度调制与解调，反馈控制电路，频率合成
技术。
　　《通信电子电路设计》具有通俗易懂、便教便学的特点。
可作为大专院校电子信息工程和通信工程等专业参加创新基地培训的师生教学用书；亦可作为本、专
科生的教学参考书以及青年教师、工程技术人员自学、进修的教材或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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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发展方向9.5.1　三种合成方法的比较9.5.2　频率合成技术的发展方向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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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0.4 本书内容的系统安排与主要学习方法　　0.4.1 内容的系统安排　　为便于读者了解和学习本
书内容，先对本书讨论的内容作一简单介绍。
①从无线通信收／发系统的基本功能单元电路出发，依序安排了高频小信号放大器，谐振功率放大器
，正弦波振荡器，振幅调制、解调与混频，角度调制与解调等五章内容。
　　②从各单元电路的元器件与选频网络的公共需求出发，首先安排了通信电子电路基础一章（第1
章），讲解无源和有源元器件的高频运用特性、选频网络的滤波与阻抗变换作用及其分析方法；从噪
声对小信号的影响关系出发，在高频小信号放大器一章中，同时介绍放大器的噪声（第2章）；从非
线性电路的共性与分析方法的需求出发，在介绍几种非线性电路之前，安排了非线性电路分析基础1
章（第3章），统一介绍非线性电路的基本概念、非线性元器件的基本特性和三种常用分析方法。
　　③第8章反馈控制电路，不属于功能单元电路，但可用以改善单元电路、部件或整机电路的性能
，是改善通信电子技术性能指标不可或缺的重要辅助电路；第9章频率合成技术，是对正弦信号源的
重要补充，是使通信技术实施的方法、手段更加灵活多变的重要措施。
这两章是跟踪新器件、新技术、新原理的重要内容，所以安排在本书的后面。
　　0.4.2 主要学习方法　　通信电子电路主要是非线性电子电路，初学起来颇感复杂，但只要随时注
意以下学习方法，也能化繁为简，化难为易。
　　①抓住非线性器件的基本特性，即频率变换特性，就能对各种非线性现象深入分析，透彻理解。
非线性器件的频率变换特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产生新的频率分量，二是产生两个信号的相
乘作用。
这在第3章中有清晰介绍。
　　②非线性电路的响应特性，一般均为非线性微分方程，精确求解几乎不可能。
现行的基本分析方法都是在一定简化条件下的工程近似分析方法。
这些方法并不复杂，也能得到有实际意义的结果或结论。
因此，在分析每一种具体电路时，要特别关注近似的条件及相应的近似分析方法。
近似分析方法的种类不是太多，第3章中介绍了主要的三种，应好好掌握。
　　③非线性电路的种类繁多，但基本功能单元电路也就是几种。
因此，要充分重视各典型功能电路的基本概念、基本电路形式、基本原理和基本分析方法，以及典型
实用电路的设计方法。
各功能电路之间也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的，要善于思考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以加深
理解，相得益彰。
本书在各有关章节的概述、前言或后记中，也尽可能地作了相关启发或提示。
　　④尽可能加强实践环节的学习与训练。
例如，就本书中提出的许多实际电路设计举例，无论以何种形式进行实际制作，实际测试，哪怕是训
练一个以上，也一定会体会到实际训练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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