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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为满足高技能应用型技术人才培养需求，依据电路基础分析课程特点和学生学习规律而编
写的。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电路基本元器件及常用仪表、电路基本概念及其基本定律、电路基本分析方法
、正弦交流电路、三相交流电路、互感与谐振以及电路的暂态分析。
书中每章之前有要点、重点、难点和阅读导言，章后附有小结和丰富的习题。

　　本书可作为高等职业院校、高等专科院校、应用型本科院校和成人高校的应用电子、电子信息丁
程、通信技术、机电、计算机应用等电类专业的教材，也可供相关丁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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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电子元件分类　　依据电子元件在电路中所起的作用，可分为电路类元件和连接类元件。
电路类元件包括：电阻器、电容器和电感器等；连接类元件包括：插座，连接电缆，印刷电路板
（PCB）等。
　　2.电子器件分类　　电子器件可分为主动器件和分立器件。
主动器件的主要特点是：（1）自身消耗电能；（2）还需要外界电源。
分立器件分为双极性晶体三极管、场效应晶体管、可控硅和半导体电阻电容等。
电阻、电容、电感和导线　　1.电阻　　电阻表示导体对电流阻碍作用的大小，其值与导体的尺寸、
材料、温度等因素相关。
电阻在电路中用“R”加数字表示，如：R1表示编号为1的电阻。
电阻的单位有Q（欧[姆]）、kQ（千欧[姆]）、M（兆[欧]）等。
电阻在电路中主要起分流、限流、分压、偏置等作用。
　　电阻器通常分为三大类：固定电阻、可变电阻、特种电阻，其实物见图1.2 。
在电子产品中，以固定电阻应用最多。
固定电阻，按其制造材料可分RT型碳膜电阻、RJ型金属膜电阻、RX型线绕电阻，以及片状电阻；按
其功率划分，常见的有1／8瓦的色环碳膜电阻、1／16瓦的电阻以及微型片状电阻。
可变电阻器按制作材料可分为膜式可变电阻器和线绕式可变电阻器，膜式可变电阻器采用旋转式调节
方式，一般用在小信号电路中，用以调整偏置电压、偏置电流或信号电压等，它有全密封式、半密封
式和非密封式三种结构；线绕式可变电阻器属于功率型电阻器，具有噪声小、耐高温、承载电流大等
优点，主要用于各种低频电路的电压或电流调整。
另外，可变电阻器按结构形式还可分为立式可变电阻器和卧式可变电阻器。
特种电阻有光敏和热敏电阻两种。
光敏电阻是一种电阻值随外界光照强弱（明暗）变化而变化的元件，光越强阻值越小，光越弱阻值越
大；热敏电阻是一个特殊的半导体器件，它的电阻值随着其表面温度高低变化而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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