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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依据国家教育部制订的《高职高专教育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和《高职高专教育专业人才
培养目标和规格》的精神，在总结多年来教学经验和教改实践的基础上，由多所高等院校从事计算机
类、电气类、电子类课程的教师编写。
其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电路基础，编入了直流电阻电路、正弦稳态电路和电路的过渡过程。
并考虑到工程技术人员必备的电工知识，又列入三相交流电路及安全用电的一般常识。
二是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精简了半导体物理的内容，压缩了分立元件放大电路，重点介绍了放大电路
的基本概念及以集成电路为主的基本电路，还列举了大量的应用实例，反映了模拟电子技术当前状况
和发展趋势。
　　编写过程中我们注意了以下几点：　　一、本书以计算机专业的教学要求为主，涵盖相近的电类
专业。
　　二、讲清概念，应用为主。
本书在论述方法上，强调对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理解和应用，尽量简化定量分析，坚持以用为主，
对新知识、新器件也给予简单介绍。
　　三、在编排上，对于加宽加深内容，均注有“*”号，以便于教师选讲和读者自学参考。
　　四、本书每章之前有内容提要，章末有小结、思考题与习题，达到引导学习、总结提高、巩固所
学的目的。
　　本书第1、2章由李京秀编写，第3、4章由戚新波编写，第5、8章由张静编写，第7章由孔云龙编写
，第9章由陈伟芬编写，第6章由秦振吉编写，全书最后由秦振吉统稿和定编。
　　本书承蒙武汉理工大学段超主审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在本书出版之际，对参考文献的作者及帮助此书出版的单位和同志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知识有限及成书仓促，书中难免有错误和不妥之处，诚望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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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分为上、下两篇共九章。
上篇为电路原理共四章，内容包括：电路的基本概念及基本定律、电路的基本分析方法、交流电路、
线性电路的暂态过程。
下篇为模拟电子技术共五章。
内容包括：常用半导体器件、基本放大电路原理、集成运算放大器、波形发生电路、直流稳压电源。
    本书的特点是：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立足应用。
书中每章之前有本章提要，章末有小结，章后有思考题和习题，最后有部分习题解答，以便起到引导
学习，总结提高和自我检巩固所学的目的。
    本书除了作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计算机专业的本、专科生教材外，还可供电子、电气、自动化等专
业作为教材使用。
本书还可供自学考试、成人教育和电子工程技术人员自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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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电子设备正常工作需要直流电，它们通常由交流电变换而成。
变换的方法是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电特性，将交流电加以“整流”，把正弦交流电变成脉动的直流电
，再通过由电容、电感组成的滤波器加以“滤波”，滤掉其中的交流成分，从而得到比较平滑的直流
电。
但是，比较精密的电子设备还要求电源电压相当稳定，而电网电压的变化和负载变化都会使由整流滤
波得到的直流电压发生变化，因此，还必须在整流滤波以后再加以“稳压”，最后得到比较稳定的直
流电。
　　由此可见，直流稳压电源是电子装置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通常由整流、滤波和稳压三个环节
组成。
本章主要介绍整流电路的工作原理及简单计算、滤波电路的原理、线性集成稳压电路和开关稳压电路
的组成和工作原理以及它们的应用技术。
　　9.1单向整流电路　　我们知道，二极管具有单向导电性。
当二极管加正向电压时，二极管导通，其正向电阻很小；当加反向电压时（只要不引起反向击穿），
二极管截止，呈现很大的电阻。
这样，二极管就相当于一个开关，如图9.1所示。
整流电路就是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电特性构成的。
为分析时更直观，可忽略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阻rd，即将二极管看作理想开关。
根据输出电压的波形，整流可分为半波整流和全波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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