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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企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迫切。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后，企业之间的竞争将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技能人才的竞争，由此将极大地激发我国广大技术工
人学习技术、掌握技术、提高技术的热情。为跟上产业技术迅速发展的步伐，适应广大技术工人、技
术人员生产和学习的要求，满足企业、职业学校及各类培训机构培训技能人才的需要，我们继2002年
推出《车工实用手册》《钳工实用手册》《焊工实用手册》《电工实用手册》之后，又组织编写了《
电子实用手册》《模具钳工实用手册》《机修钳工实用手册》《数控技术实用手册》四种。 　　本套
丛书的编写工作，始终坚持了以下几方面的要求：一是强调丛书的实用性，以满足一线生产人员和技
术人员的实际需要；二是紧密联系国家相关工种的职业资格考试要求，以适应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的
考试需要；三是较多地引入新技术和新工艺的内容，以及由生产一线总结出来的有价值的实践经验和
操作技巧；四是全面贯彻相关工种的最新国家标准。丛书内容表达简明、生动，并配以大量的插图，
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本套丛书适合相关工种的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使用，也可供职业学校教师和
学生在技能训练课上查询和继续学习时使用，还可作为参加职业资格考试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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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60）五、电感的选用（61）六、变压器（61）1.变压器的作用（61）2.变压器的种类及电路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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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管（111）2.绝缘栅场效应管（114）3.场效应管的主要参数（116）4.场效应管放大电路（117）三
、负反馈放大电路（118）1.简介（118）2.负反馈放大器的四种基本组态（122）3.负反馈对放大器性能
的影响（125）4.负反馈放大电路的自激振荡（125）四、集成运算放大器（127）1.集成运算放大器概
述（127）2.差动放大电路（128）3.集成运放的性能指标（132）4.集成运算放大器的主要特征参数及引
脚（133）五、集成功率放大器（138）1.单通道集成功率放大器（139）2.双通道集成功率放大器（141
）3.大功率集成功率放大器（143）第七章数字电路技术（145）一、逻辑代数基础（145）1.数字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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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电容器的种类　　电容器按结构可分为：固定电容器、可调电容器、半可调电容器。　　按
介质材料的不同又可分为：气体介质电容、液体介质电容、无机固体电容。其中无机固体电容最常见
，如云母电容，陶瓷电容、电解电容。　　电容器按极性可分为：有极性电容和无极性电容。常见的
电解电容是有极性电容，接入电路时要分清极性，正极接高电位，负极接低电位。极性接反将使电容
器的漏电流剧增，最后损坏电容器。　　详细的电容器分类如图3-2所示。　　在电路中，常见不同种
类电容器的符号如图3-3所示。　　二、电容器的命名方法　　根据我国有关标准的规定，我国电容器
的型号命名方法，由以下几部分组成，如图3-4所示。　　（1）第一部分为主称，用字母c表示。　　
（2）第二部分为电容器介质材料，用字母表示，见表3-1。　　（3）第三部分为分类特征，用数字或
字母表示，见表3-2。　　三、电容的主要参数　　1.标称容量　　电容的容量是指电容两端加上电压
后它能储存电荷的能力。储存电荷越多，电容量越大；反之，电容量越小。标在电容外部上的电容量
数值称电容的标称容量。电容量的单位有：法拉（F）、毫法（mF）、微法（μF）、毫微法（纳法）
（nF）、微微法（皮法）（pF）。它们之间的换算关系是：1 F：103 mF=106μF=109nF=1012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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