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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阐述了电子设计工程师认证考试大纲要求的基础理论和分析方法。全书共13章，其中第1~4
章详细介绍了电路的基本理论、基本电路元件、电路基本定律、正弦交流电路、三相电路和暂态电路
的分析方法；第5~7章从半导体器件入手详细讨论了放大电路的概念、组成和工作原理，集成运算放
大器及应用，稳压电源的组成和工作原理；第8~12章讲述了数字电子技术涉及的逻辑函数及其化简、
逻辑门、组合逻辑电路、时序逻辑电路、555定时器等的相关概念、分析和设计方法；第13章集中讨论
了信号与系统分析的有关理论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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