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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电工电子技术是高等职业院校机械类、工程类等专业的一门技术性基础课程。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生获得用电技术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本书以应用型人才为培养目标，在编写过程中结合笔者多年工程实践经验，紧紧抓住技术基础课
程的特点，突出课程本身的基础性和实践性，通过深入浅出的习题和典型实验，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
合，注重技能培养。
本书编写的宗旨是：　　1. 以基本要求为依据，以够用、实用为尺度，对传统内容进行了加工，精简
了理论的讲解与推导，将重点放在对知识的应用性介绍上。
　　2. 内容精选，主次分明，详细得当。
　　3. 体现知识的先进性，将成熟的新技术，如可编程逻辑器件（PLD）纳入教材，使学生初步了解
其功能和应用。
　　4. 在电子技术部分，注意分立元件电路与集成电路的比重，加强集成电路的介绍，尤其是结合不
同电路给出了典型的集成芯片的引脚排列图，并对芯片的用途及功能扩展作了有针对性的讲解。
　　5. 教材编写注意将培养学生能力的要求贯穿于整个教学中。
本教材通过教学目标、教学要求以及例题、习题等多种途径帮助学生建立本课程学习的正确方法，抓
住重点，明确思路，真正从“应用”这个角度加强对知识的掌握。
　　本书由张虹执笔主编。
在大纲的论证及教材编写过程中，栾学德、张星慧、姜华、张元国、管金华老师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具
体帮助；此外，李秋潭、王立梅、刘晓亮、高寒、陈光军、杨洁、李厚荣、于钦庆、刘钧波、杜德也
提出了宝贵意见。
本书由陈汝合老师主审。
在此对以上各位同志表示衷心地感谢！
　　全书共分14章，按照理论教学64学时、实验14学时、实训28学时的要求编写。
内容包括电路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正弦交流电路、三相电路、电路的暂态分析、磁路与变压器、
异步电动机及其控制、继电接触器控制、可编程控制器、半导体二极管与整流电路、半导体三极管与
放大电路、集成运算放大器及其应用、组合逻辑电路、时序逻辑电路、数/模与模/数转换电路。
　　编写过程中，由于时间仓促，加之水平有限，若书中有错误和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以
便今后不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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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根据教育部最新制定的高等职业院校电工电子技术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结合编者多年的教学实
践，为进一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与自主创新能力编写而成的。
在内容取材及安排上，以“必需”和“够用”为前提，讲清概念，强化应用。
    全书共14章，分别介绍了电路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正弦交流电路、三相电路、动态电路的分析
、磁路与变压器、异步电动机及其控制、继电一接触器控制、可编程控制器、半导体二极管及整流电
路、半导体三极管及放大电路、集成运算放大器及其应用、组合逻辑电路、时序逻辑电路和数/模及
模/数转换电路。
每章均配有经典例题和习题，书后附有习题答案。
此外，每章最后编写了配合本章教学的典型实验，书的附录部分编写了4个综合实训。
    本书可作为高职院校机械类、工程类等专业的教材，也可供从事电子技术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
中等专科学校同类专业可对其中的内容进行选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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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电路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　　本章主要介绍电路的基础知识，包括：电路的基本概念
，基本物理量，常用元件，电路中的基本定律——基尔霍夫定律。
最后重点介绍分析电路的几种基本方法。
　　1.1　电路和电路模型　　1.1.1　电　路　　电路在日常生活、生产和科学研究工作中应用广泛，
小到手电筒，大到计算机、通信系统和电力网络，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电路。
可以说，只要是用电的物体，其内部都含有电路，只是电路的结构各异，特性和功能不同。
电路的一种功能是实现电能的传输和转换，例如电力网络将电能从发电厂输送到各个工厂、广大农村
和千家万户，供各种电气设备使用；电路的另一种功能是实现电信号的传输、处理和存储，例如电视
接收天线将接收到的含有声音和图像信息的高频电视信号，通过高频传输线送到电视机中，这些信号
经过选择、变频、放大和检波等处理，恢复出原来的声音和图像信号，通过扬声器发出声音并在显像
管屏幕上呈现图像。
　　那么，什么是电路呢？
所有的实际电路是由电气设备和元器件按照一定的方式连接起来，为电流的流通提供路径的总体，也
称网络。
电路中提供电能的设备或元器件称为电源，电路中使用电能的设备或元器件称为负载。
手电筒电路就是一个最简单的实用电路。
这个电路是由一个电源（干电池）、一个负载（小灯泡）、一个开关和连接导线组成，如图1—1（a）
所示。
　　1.1.2　电路模型　　为了便于对实际电路进行分析，通常是将实际电路器件理想化（或称模型化
），即在一定条件下，突出其主要的电磁性质，忽略其次要因素，将其近似地看做理想电路元件，并
用规定的图形符号表示。
例如用电阻元件来表征具有消耗电能特征的各种实际元件，那么在电源频率不十分高的电路中，所有
电阻器、电炉、电灯等实际电路元器件，都可以用电阻元件这个理想化的模型来近似表示。
同样，在一定条件下，电感线圈忽略其电阻，就可以用电感元件来近似地表示；电容器忽略其漏电，
就可以用电容元件近似地表示。
此外还有电压源、电流源两种理想电源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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