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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高等职业教育精品规划教材：电工电子技术》是按照教育部关于高职教育必须以就业为
导向、以能力培养为目标的办学思路，根据电工电子技术课程的基本要求，结合编者多年的教学经验
编写而成的。
　　电工电子技术课程内容理论性强、知识适用范围广，所涉及内容多，内容也较难掌握。
因此，如何在有限的学时数内使学生掌握电工电子技术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具备必要的实践能力
，为学生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打下扎实基础，是教学实施中必要努力解决的问题。
　　教材的所有编者来自教学一线教师，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在内容编排上，保证必要的基本概念和
基本知识，以突出实用、注重实践，注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主线，强调“学而致
用”，以用为目标，精选内容，简化复杂的理论推导。
　　本教材还注重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启迪学生的科学思维，培养学生主动自学能力，
建议有些章节可以通过学生自学完成。
　　《21世纪高等职业教育精品规划教材：电工电子技术》由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赵学锋、江西电
力职业技术学院王玉芳任主编，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郑伟胜、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刘淑珍、三门
峡职业技术学院郭志东、开封大学韩华任副主编，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胡花、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
院鲁武林、郑州旅游职业技术学院张凯参编。
最后由赵学锋同志负责统稿。
　　《21世纪高等职业教育精品规划教材：电工电子技术》编写过程中，各参编教师不辞辛劳，积极
配合，共同努力完成了编写任务，同时也得到了南昌大学王港元教授的热心指导，在此对所有为《21
世纪高等职业教育精品规划教材：电工电子技术》编写而付出辛勤工作的教师表示由衷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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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按照教育部关于高职教育必须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培养为目标的办学思路，根据电工电子
技术的基本要求，对电工技术、模拟电子技术和数字电子技术等课程进行了调整，以适应目前高职高
专教学改革的实际需要。

全书分为电工技术、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三篇。
其中电工技术部分包括直流电路、正弦交流电路、三相交流电路、工厂输配电和安全用电。
模拟电子技术包括常用晶体管、基本放大电路、集成运算放大器及其应用、直流稳压电路。
数字电子技术包括：数字电路基础、组合逻辑电路、时序逻辑电路、555定时器应用等内容。

《电工电子技术》重点突出，注重实际，可作为高职高专、高级技工学校的教材，也可供相关工程技
术人员及电工电子爱好者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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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例如，几何中的点、线、面，经典力学中的质点、刚体，都是从实际中抽象出来的理想模型。
实际的电气设备，它们的电磁性能往往都较复杂。
例如，电阻器对电流具有电阻性质，将电能转换为热能的同时，电流还产生了些许的磁场；电感线圈
在通电流时，不仅产生了磁场，线圈还会发热；电容器的两端加上电压时，不仅在两极板间产生了电
场，同时绝缘介质还会微微发热。
我们将这些实际设备进行抽象，即只考虑它们的主要电磁性能，忽略次要因素。
这样，上述的电阻器、线圈、电容器可以分别用理想电阻元件、理想电感元件、理想电容元件来代替
。
简称电阻元件、电感元件、电容元件。
它们的图形符号如图1-2所示。
　　实际的电气设备用理想元件代替后，一个实际的电路就用一个理想元件或几个理想元件组合来代
替它们连接而成，称为电路模型。
图1-1的手电筒电路就可以用图1-3来表示。
电路模型是实际电路的科学抽象，是理想化的，便于我们建立数学理论体系来研究问题。
　　1.1.4 几个常用的电路名词术语　　（1）支路电路中流经同一电流的电路分支。
图1-4中，共有6条支路。
　　（2）节点三条及三条以上支路的连接点称为节点。
图1-4中，有4个节点。
　　（3）回路电路中的任一闭合路径称为回路。
图1-4中，有7个回路。
　　（4）网孔没有其他支路穿过的回路称为网孔。
图1-4中，有3个网孔。
　　⋯⋯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电工电子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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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