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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技术基础》

前言

　　本教材是根据全国职教工作会议精神以及教育部颁发的中等职业学校电子技术基础教学大纲的指
导思想，贯彻以就业为导向，贴近岗位、贴近学生等要求修订而成的。　　电子技术基础是工科电工
、电子类各专业的工程技术基础课，教学目标是使学生获得必要的基本知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能排除电子技术应用中一些简单而常见的故障，通过技能训练培养劳动者的综合实践能力。　　本书
分三部分：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和电子技术实践。在模拟电子技术中，介绍了半导体元器件
，同时介绍了有关电路，如放大电路、负反馈电路、运算电路、电源电路及振荡电路等，列举了一些
实际应用例子。在数字电子技术中，介绍了门电路、触发器、计数器、寄存器、译码器以及存储器等
器件，同时介绍了有关电路和实际应用实例。电子技术实践包括模拟电路及数字电路实验（分别有基
本实验及选做实验）和电子技术实训，介绍了电子装配和焊接技术应注意的问题和操作方法，同时介
绍了几个实训方案，如基本焊接技术训练、超外差收音机的装配与调试、电话机的装配及其有关电路
介绍。　　本教材保持了原有风格，力求简单明了，内容清晰，实用性强，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突出
“浅、宽、新、用”四字方针。在原稿的基础上，每章用“本章学点什么呢”提出问题，将学生的注
意力引入教材，章末用“掌握得怎么样考考您！”来检验知识点的掌握程度。本稿删除了较为复杂、
要求较高的习题。部分章节增加了“学了就用”，使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更紧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为了结合国家的职业鉴定，增补丁职业鉴定的理论模拟试卷及参考答案，供师生参考。　　本书采
用出版物短信防伪系统，同时配套学习卡资源。用封底下方的防伪码，按照本书最后一页“郑重声明
”下方的使用说明进行操作，可登陆高等教育出版社4A网络教学平台，获得网上教学资源。　　参加
本书编写和修订工作的有天津理工大学中环信息学院。的彭利标、赵辉，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的王萍、张澄，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的王钧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彭鹏，广东珠海第三职业学校的
张立群，广东顺德梁球锯职业学校的石河成，由彭利标担任主编，并进行全书的统稿工作。本书由罗
挺前主审，在编写过程中还得到了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季世伦的具体指导，他们提出了许多宝
贵意见和建议。另外，还得到了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和天津理工大学的几位领导和有关人士的
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编者学识所限，书中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敬请有关专家和读
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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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技术基础》

内容概要

《电子技术基础》参照教育部颁布的中等职业学校电子技术基础教学大纲，以及有关的职业资格标准
或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标准，在保留2001年出版的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电子技术基础）（彭利
标主编）编写风格的基础上，根据近几年中等职业教育生源的变化情况，贯彻落实“以服务为宗旨，
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的职业教育办学指导思想，修订而成。主要内容包括：晶体二极管及
应用、晶体三极管及放大电路、场效晶体管放大器、负反馈放大电路、集成运算放大器及应用、功率
放大器、信号产生电路、稳压电路、晶闸管及其应用电路、数字电路基础、集成逻辑门电路、组合逻
辑电路、触发器、时序逻辑电路、脉冲波形的产生与变换、数字信息采集与处理、大规模数字集成电
路简介以及电子技术实践。每章均有适量“考考你”（思考题与习题）、“学了就用”等小模块，便
于教学与自学。书后附有学生实验、仿真及实训，以供选用。《电子技术基础》采用出版物短信防伪
系统，同时配套学习卡资源。用封底下方的防伪码，按照《电子技术基础》最后一页“郑重声明”下
方的使用说明进行操作，可登录高等教育出版社"http：／／sve.hep.com.cn"4A网络教学平台，获得网
上教学资源。《电子技术基础》采用模块式编写结构，内容安排由浅人深，通俗易懂，突出应用。《
电子技术基础》可作为中等职业学校电子技术应用、电子电器及电工类专业电子技术基础课程教材，
也可作为岗位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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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技术基础》

书籍目录

第一篇 模拟电子技术第1章 晶体二极管及应用1.1 晶体二极管1.1.1 二极管的结构和电路符号1.1.2 二极管
的伏安特性曲线1.1.3 二极管在电路中的基本分析方法1.1.4 二极管的主要参数1.1.5 二极管的种类1.1.6 二
极管的检测1.2 二极管的典型应用电路1.2.1 半波整流电路1.2.2 桥式整流电路1.2.3 滤波电路1.3 特种二极
管及应用简介1.3.1 稳压二极管1.3.2 发光二极管1.3.3 光电二极管1.3.4 变容二极管掌握得怎么样?考考您
！学了就用——光控节能灯电路第2章 晶体三极管及放大电路2.1 放大器的基本概念2.2 晶体三极管的基
本知识2.2.1 三极管的特性曲线2.2.2 三极管的主要参数2.2.3 三极管的种类2.3 基本放大电路2.3.1 基本放
大电路的组成和元器件的作用2.3.2 放大电路的工作过程2.4 等效电路法分析放大器2.4.1 交流通路2.4.2 
三极管的输入电阻2.4.3 放大电路的电压增益、输入和输出电阻2.5 图解法分析放大器2.5.1 负载线及静
态工作点2.5.2 静态工作点对输出波形的影响2.5.3 最大输出电压幅值y2.6 稳定工作点的电路2.6.1 温度对
固定偏置电路工作点的影响2.6.2 分压式电流负反馈偏置电路2.7 其他类型的放大器及特点2.7.1 共集电
极放大电路2.7.2 共基极放大电路2.8 多级放大器2.8.1 常见的几种多级放大器2.8.2 多级放大器分析掌握
得怎么样?考考您！第3章 场效晶体管放大器3.1 结型场效晶体管3.1.1 类型和电路符号3.1.2 伏安特性曲
线3.1.3 主要参数3.1.4 结型场效晶体管放大电路的组成3.2 绝缘栅场效晶体管3.2.1 结构、类型和电路符
号3.2.2 特性曲线3.2.3 主要参数3.2.4 场效晶体管使用时注意事项3.3 场效晶体管放大器掌握得怎么样?考
考您！第4章 负反馈放大电路4.1 负反馈的基本概念4.1.1 放大电路中的负反馈4.1.2 反馈环方框图及反馈
基本关系式4.2 负反馈放大器的类型4.2.1 电压反馈和电流反馈4.2.2 串联反馈和并联反馈4.2.3 负反馈放
大电路分析4.3 负反馈对放大电路性能的影响4.3.1 负反馈对放大倍数和放大倍数稳性的影响4.3.2 减小
输出波形的非线性失真4.3.3 展宽放大电路的通频带4.3.4 负反馈对输入电阻的影响4.3.5 负反馈对输出电
阻的影响掌握得怎么样?考考您！第5章 集成运算放大器及应用5.1 差分放大器5.1.1 零点漂移现象5.1.2 
差分放大电路5.2 集成运算放大器简介5.2.1 集成运放的电路组成及符号5.2.2 集成运放的主要参数5.2.3 
理想集成运放5.2.4 集成运放的外特性5.3 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应用电路5.3.1 运算电路5.3.2 交流放大
器5.3.3 信号转换电路5.3.4 电压比较器5.4 集成运放的使用常识5.4.1 集成运放的保护措施5.4.2 集成运放
常见故障分析掌握得怎么样7考考您！第6章 功率放大器6.1 概述6.2 互补对称式功率放大器6.2.1 单管甲
类功率放大器6.2.2 乙类功率放大器6.3 集成功率放大器6.3.1 集成运放功率驱动电路6.3.2 4100系列功率
放大器6.3.3 5G37集成音频功率放大器6.3.4 LM386集成音频功率放大器6.4 高保真功率放大器简介掌握
得怎么样7考考您！学了就用——音频功率放大器第7章 信号产生电路7.1 振荡的概念7.1.1 振荡电路的
组成7.1.2 正弦波振荡器的振荡条件7.2 及C振荡器的分析7.2.1 RC串并联网络的选频特性7.2.2 RC振荡器
实例7.3 LC振荡器7.3.1 变压器反馈式振荡器7.3.2 三点式LC振荡器7.4 石英晶体振荡器7.4.1 石英晶体谐振
器的电特性7.4.2 石英晶体振荡器7.5 负阻振荡器7.5.1 负阻器件的伏安特性7.5.2 负阻振荡电路7.6 非正弦
波信号发生器7.6.1 矩形波发生器7.6.2 锯齿波信号发生器掌握得怎么样?考考您！学了就用——基极调
幅发射机第8章 稳压电路8.1 稳压二极管稳压电路8.2 串联型稳压电路8.3 集成稳压电路8.3.1 三端固定式
稳压器8.3.2 几种实用电路8.3.3 可调式三端集成稳压器8.3.4 集成稳压器主要参数8.4 开关型稳压电
路8.4.1 开关型稳压电路原理8.4.2 开关型集成稳压器掌握得怎么样?考考您！第9章 晶闸管及其应用电
路9.1 晶闸管的结构与特性9.1.1 晶闸管的结构与符号9.1.2 晶闸管的主要参数9.1.3 双向晶闸管简介9.2 单
结晶体管及触发电路9.2.1 单结晶体管9.2.2 单结晶体管振荡电路9.3 晶闸管典型应用电路9.3.1 可控整流
电路9.3.2 音乐彩灯控制电路9.3.3 时间继电器掌握得怎么样?考考您！附录A 半导体分立器件型号命名方
法附录B 常用半导体器件参数选录附录C 集成运算放大器型号组成及主要参数第二篇 数字电子技术
第10章 数字电路基础10.1 概述10.1.1 数字信号、数字电路10.1.2 常见脉冲波形及参数10.1.3 晶体管的开
关特性10.2 数制与编码10.2.1 进位计数制10.2.2 不同进制数之间的转换10.2.3 BCD码10.3 基本逻辑关系及
门电路10.3.1 基本逻辑关系10.3.2 逻辑门电路10.4 逻辑函数及其化简10.4.1 逻辑函数及化简的意义10.4.2 
逻辑代数的基本公式和定理10.4.3 逻辑函数的代数化简法10.4.4 ，逻辑函数的卡诺图化简法掌握得怎么
样?考考您！第11章 集成逻辑门电路11.1 TTL逻辑门电路11.1.1 TTL与非门11.1.2 TTL与非门的电压传输
特性及主要参数11.1.3 TTL与非门的输入、输出特性11.1.4 TTL与非门在使用中应注意的问题11.1.5 其他
类型的TTL门电路11.2 CMOS集成门电路11.2.1 CMOS非门（反相器）11.2.2 CMOS传输门和模拟开
关11.2.3 CMOS门电路在使用中应注意的问题11.2.4 CMOS门电路和TTL门电路的连接掌握得怎么样?考
考您！第12章 组合逻辑电路12.1 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12.2 加法器12.2.1 半加器12.2.2 全加器12.2.3 多位加
法器12.3 编码器12.3.1 二－十进制编码器12.3.2 优先编码器12.4 译码器和数字显示电路12.4.1 二进制译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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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技术基础》

器12.4.2 码制变换译码器12.4.3 显示译码器12.5 数据选择器和数据分配器12.5.1 数据选择器12.5.2 数据分
配器12.6 比较器12.6.1 1位数码比较器12.6.2 中规模集成4位比较器74LS85及应用掌握得怎么样?考考您！
第13章 触发器13.1 RS触发器13.1.1 基本RS触发器13.1.2 同步RS触发器13.2 D触发器13.3 JK触发器和T触发
器13.3.1 JK触发器13.3.2 T触发器13.4 集成边沿触发器13.4.1 正边沿D触发器13.4.2 负边沿JK触发器13.4.3 
边沿触发器的特点及工作波形13.4.4 集成触发器的参数13.4.5 触发器的互相转换13.4.6 应用举例掌握得
怎么样?考考您！第14章 时序逻辑电路14.1 概述14.1.1 同步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方法14.1.2 分析举例14.2 
寄存器14.2.1 数码寄存器14.2.2 移位寄存器14.2.3 移位寄存器应用举例14.3 计数器14.3.1 计数器的特点和
分类14.3.2 二进制计数器14.3.3 十进制计数器14.3.4 中规模集成计数器掌握得怎么样?考考您！学了就用
一数字式石英钟表第15章 脉冲波形的产生与变换15.1 集成555定时器15.1.1 集成555定时器的分析15.1.2 
用555定时器构成多谐振荡器15.2 单稳态触发器15.2.1 555定时器构成单稳态触发器15.2.2 集成单稳态触
发器15.2.3 单稳态触发器的应用15.3 施密特触发器15.3.1 用555定时器构成施密特触发器15.3.2 集成施密
特触发器15.4 多谐振荡器15.4.1 RC环形多谐振荡器15.4.2 石英晶体多谐振荡器掌握得怎么样?考考您！
学了就用——红外线自动控制洗手器第16章 数字信息采集与处理16.1 多路转换单元16.1.1 多路选择
器16.1.2 多路分配器16.1.3 多路信号分时传送16.2 D／A转换器16.2.1 T型电阻网络D／A转换器16.2.2 集
成D／A转换器16.3 A／D转换器16.3.1 A／D转换的基本原理16.3.2 逐次逼近式A／D转换器16.3.3 A／D
转换器的主要技术特性16.3.4 集成A／D转换器AD574掌握得怎么样?考考您！第17章 大规模数字集成电
路简介17.1 半导体存储器17.1.1 随机存储器RAM17.1.2 只读存储器ROM17.1.3 可编程只读存储
器PROM17.1.4 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EPROM17.1.5 电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EEPROM17.2 可编程逻辑
器件PLD掌握得怎么样?考考您！附录D 半导体集成电路型号命名方法附录E 部分常用TTL电路的引脚
排列图附录F 部分常用CMOs电路的引脚排列图附录G 部分其他集成电路的引脚排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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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技术基础》

章节摘录

　　对于初次练习焊接的人员，由于工具使用不熟练，特别是焊接温度、焊接时间、焊点的形状和大
小控制均无经验，所以不能直接在印制板上进行元器件的焊接。最好经过一定的训练后，再动手进行
正式装配和焊接。对初次练习焊接者，在此提出以下方法和步骤供参考：　　（1）首先进行搭焊练
习：可利用一些剪下的元件引线、铜丝、铜线进行搭焊练习。因为这些焊接材料不易烫坏，焊接时间
的长短对它们影响不大。通过这种练习，能初步掌握焊接工具的基本操作和使用方法，达到能够焊接
牢固的目的。　　（2）焊接成型工艺的训练：例如可将铜线编成网状、五角星、地球仪的经纬线等
，然后将各连接点进行焊接。经过该训练过程，可以进一步掌握焊接操作的基本要领，又可训练操作
人员的工艺水平，如结构性、美观性等，提高设计能力。　　（3）印制板的焊接练习：通过上述两
个阶段的焊接整形练习，基本上掌握了一定的焊接技巧。可以在印制板上进行焊接操作了。但最好还
是不要装配正式产品，因为印制板的焊接与金属丝的焊接方法和要求还是有些差别的。可利用一些废
弃的印制板和一些廉价的元器件进行插装焊接练习。通过这次练习过程，能够严格控制焊接时间，否
则焊盘处的铜箔将因焊接时间过长而翘起；对焊点的大小、形状等提出具体规定；对元器件的整形，
安装高度均可提出相应的要求。同时尽量提高焊接操作速度，以提高生产率。　　（4）组装正式产
品：通过上述几个阶段的操作练习，能够掌握常用工具的使用方法以及装配焊接的基本知识后，便可
进行小型电子产品的组装。如半导体收音机、电话机、稳压电源等。再经过适当调试，即可作为有实
用价值的电子产品。

Page 6



《电子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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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000.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