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应用电子技术>>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应用电子技术>>

13位ISBN编号：9787563522354

10位ISBN编号：7563522352

出版时间：1970-1

出版时间：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作者：揭荣金，蔡滨 著

页数：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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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电子技术>>

前言

　　本书以教育部《高职高专教育基础课程基本要求》及《教育部关于以就业为导向深化高等职业教
育改革的若干意见》为指导，以培养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高技能人才为根本任
务；以培养学生的技术应用能力为目的而编写。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遵循“以培养技术应用能力和职业技能”的原则，以应用为目的，注重理论联
系实际，力求在内容、结构、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衔接方面充分体现高职教育的特点。
基础理论选择适当，以够用为度；突出实用性动手能力，针对机电一体化专业、电气自动化电子和数
控设备加工与维护专业人员所需的知识和能力的要求，围绕培养学生初步具备常用电子元器件选用的
能力、一般电子电路的读图能力、常用电子仪器的使用能力和电子线路的基本设计、安装和调试能力
来编写。
　　全书共有8个课题，内容包括直流稳压电源、扩音器的制作与调试、集成运算放大器电路的应用
与测试、可控整流调压技术、三地控制一灯电路的设计与调试、抢答器的电路制作及调试、60秒倒计
时电路、555定时器电路及其应用。
每个课题均配有任务描述、应知、应会、技能训练和思考练习题。
在编写过程中，着重讲清物理概念，避免烦琐的理论计算和推导，使教材在内容上做到清楚、准确、
简洁，通俗易懂，可读性好。
　　为了适应高职教育培养应用型、工艺型人才的实际需要，以常用电子电路的认知、安装、调试和
检测为主线。
对原有的教学内容进行了解构和重构，书中将学习内容模块化、项目化，以课题的形式引导学生做中
学、学中做，突出电子技术的应用，充分利用实际、实用的电路进行实训，强化相关技能的训练。
可开展项目教学，边讲边练，既激发学生的兴趣，又能加深对理论的理解，同时还能提高学生的动手
能力。
　　本书由揭荣金、蔡滨任主编，张小梅任副主编，余瀚欣参编。
其中课题1、课题3由揭荣金编写，课题4、课题7、课题8由蔡滨编写，课题2、课题5由张小梅编写，课
题6由张小梅、余瀚欣编写。
全书由揭荣金组织编写、统稿，揭荣金和蔡滨审定。
　　本课程授课约为180学时，具体分配如下，模拟电子技术应用部分：理论教学为50课时，技能操作
为40课时；数字电子技术应用部分：理论教学为40课时，技能操作为50课时。
为增强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可以组织学生在课外进行电路的设计、安装和调试，提倡并鼓励学生广
开思路，开拓视野，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不受教材的限制，设计出更优化的电路。
考核方式建议理论和实践各占50％，理论考核采用传统纸质考核形式，实践考核按照书中的技能训练
内容，由学生抽题在实训实验室考核。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书刊及相关资料，并引用了其中一些资料，难以一一列举，在
此谨向有关的书刊及相关资料的作者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在编写过程中，还得到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聂林水院长、殷丽君副院长、电气工程系主任叶水春、
电工教研室主任樊辉娜以及吴芳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书中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师生、同行和读者不吝指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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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应用电子技术》将模拟电子技术和数字电子技术的基本知识归纳为8个课题来介绍，其中课题1
、课题2、课题3、课题4为模拟电子技术及其应用部分，介绍了直流稳压电源、晶体管扩音器、集成运
算放大器的应用、晶闸管技术——白炽灯调光电路；课题5、课题6、课题7、课题8为数字电子技术及
其应用部分，介绍了三地控制一灯电路、抢答器电路、60秒倒计时电路、555定时器电路及其应用。
每个课题均有应知、（基础理论部分）、应会（技能部分——电子元器件的读识、选择、检测及简单
电子电路的测试）及技能训练（技能提高部分——一般电子线路的设计、装接、调试）。
　　本教材适用于高职高专电气电子专业、机电一体化专业、数控设备加工与维护及同类成人高校的
学生，也可作为电子爱好者的自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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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实训设备和器材　　（1）电烙铁，一把。
　　（2）焊锡丝，若干。
　　（3）万用表，一只。
　　（4）镊子，一把。
　　5.实训报告要求　　（1）写出制作与调试全过程，并附上有关资料和图纸，写出心得体会。
　　（2）测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知识小结　　·半导体三极管是由两个PN结组成的半导体器件。
有NPN型和PNP型两大类，两者电压、电流的实际方向相反，但具有相同的结构特点，即基区宽度薄
且掺杂浓度低，发射区掺杂浓度高，集电结面积大，这一结构上的特点是三极管具有电流放大作用的
内部条件。
　　·三极管是一种电流控制器件，即用基极电流来控制集电极电流。
放大作用的实现，依赖于三极管发射结必须正向偏置、集电结必须反向偏置这一条件的满足，以及静
态工作点的合理设置。
　　·三极管的特性曲线是指各极间电压与各极电流间的关系曲线，最常用的是输出特性曲线和输入
特性曲线。
它们是三极管内部载流子运动的外部表现，因而也称外部特性。
　　·三极管的参数直观地表明了管子性能的好坏和适应的工作范围，是人们选择和正确使用三极管
的依据。
在三极管的众多参数中，电流放大系数、极问反向饱和电流和几个极限参数是三极管的主要参数，使
用中应予以重视。
　　·图解法和微变等效电路法是分析放大电路的两种基本方法。
图解法的要领是：先根据放大电路直流通路的直流负载线方程作出直流负载线，并确定静态工作点Q
，再根据交流负载线的斜率为-1／（Rc//RL）及过Q点的特点，作出交流负载线，并对应画出输入信
号、输出信号（电压、电流）的波形。
微变等效电路法的要领是：在小信号工作条件下，用微变等效电路（一般只考虑三极管的输入电阻和
电流放大系数）代替放大电路交流通路中的三极管，再用线性电路原理分析、计算放大电路的动态性
能指标，即电压放大倍数、输入电阻R1和输出电阻R0等。
微变等效电路法只能用于电路的动态分析，不能用来求Q点。
　　·温度变化将引起三极管的极间反向电流ICBO、发射结电压UBE、电流放大系数β随之变化，从
而导致静态电流IC不稳定。
因此，温度变化是引起放大电路静态工作点不稳定的主要原因，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之一是采用分压
式偏置放大电路。
　　·多级放大电路中各级之间的耦合方式包括阻容耦合、直接耦合和变压器耦合。
3种耦合各有特点，阻容耦合和变压器耦合各级间静态工作点不产生相互影响，而直接耦合简单，便
于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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