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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与电子技术》

前言

　　本书是按照教育部关于高职高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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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践经验编写而成的。　　电工电子技术课程内
容理论性强，知识应用范围广，所涉及教学内容多，内容本身也较难掌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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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常见电子电路及电器设备的工作原理，为学生在今后
的学习和工作中更好地利用电子电路和电器设备成为教学实施的难点。　　教材的所有编者统一思想
，在内容的编排上，保证必要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以突出实用、注重实践，注意培养学生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主线。　　为了突出高职高专的教学特点，本书作了如下安排：　　1．在学
习元器件知识的同时，结合器件性能，介绍一些实用的测试或判别方法。　　2．每章设置一节内容
讲解本章知识在实际中的应用。　　3．每节后安排有思考题或自测题，每章后都编写了一些经过认
真筛选的习题，以便学生系统地掌握所学的基础理论知识。　　本书由白桂银、张益农主编，同时承
担主审工作。具体分工如下：第1章由北京联合大学张益农编写；第2章、第4章由北京联合大学牛瑞燕
编写；第3章由北京联合大学王珏编写；第5章由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杨菁编写；第6章、第7章由北
京联合大学钱琳琳编写；第8章、第10章由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白桂银编写；第9章、第11章由武汉
职业技术学院叶俊编写；第12章由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马靖宇编写；第13章由长江职业技术学院刘
光涛编写。　　本书编写过程中，各参编教师不辞辛劳，积极配合，共同努力完成了编写任务，在此
对所有老师表示由衷的感谢。同时，内蒙古工业大学杨宏业教授对本书的编写提出了一些宝贵意见，
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不妥之处，敬请广大师生和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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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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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线性电阻在实际电路中的应用　  1.8.1  电流表与电压表的分流与分压　  1.8.2  电压／电流的转
换　本章小结　习题第2章　单相交流电路　2.1　交流电的基本概念　  2.1.1　周期、频率、角频率　 
2.1.2　幅值、有效值　  2.1.3　初相位  2.2　正弦交流电的表示法  2.3　电阻元件、电感元件与电容元件
   2.3.1  电阻元件    2.3.2　电感元件    2.3.3　电容元件  2.4　理想元件的交流电路    2.4.1　电阻元件    2.4.2
　电感元件    2.4.3　电容元件  2.5　电阻、电感、电容串联的正弦交流电路  2.6　阻抗的串联与并联  
　2.6.1　阻抗的串联  　2.6.2　阻抗的并联  2.7　正弦交流电路的谐振    2.7.1  串联谐振    2.7.2　并联谐
振　2.8　正弦交流电路中的功率    2.8.1　瞬时功率    2.8.2　平均功率和功率因数    2.8.3　无功功率   
2.8.4　视在功率　2.9　功率因数的提高    2.9.1　交流电路中功率因数较低的危害    2.9.2　提高电路功率
因数的方法　本章小结　习题二第3章　三相交流电路　3.1　三相交流电路组成　3.2　三相交流电源
及其特点  　3.2.1　三相交流电源  　3.2.2　三相交流电源的特点  　3.2.3　三相公共电网　3.3　三相负
载的连接　　⋯⋯第4章  电路的暂态分析第5章  磁路和变压器第6章  异步电动机第7章  常用控制电器
及基本控制电路第8章  常用半导体器件第9章  交流放大电路第10章  集成运算放大器及其应用第11章  
电源电路第12章  逻辑代数与门电路第13章  逻辑电路分析附录A  TTL门电路的型号命名方法附录B 
CMOS数字集成电路的型号命名方法部分习题参考答案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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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3章　三相交流电路　　3.5　安全用电　　3.5.1　概述　　随着电能应用的不断拓展，以电能
为介质的各种电气设备广泛进入企业、社会和家庭生活中，与此同时，使用电气设备所带来的不安全
事故也不断发生。为了实现电气安全，对电网本身的安全进行保护的同时，更要重视用电的安全问题
。因此，学习安全用电基本知识，掌握常规触电防护技术，这是保证用电安全的有效途径。　　电气
危害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系统自身的危害，如短路、过电压、绝缘老化等；另一方面是对用电设
备、环境和人员的危害，如触电、电气火灾、电压异常升高造成用电设备损坏等，其中尤以触电和电
气火灾危害最为严重。触电可直接导致人员伤残、死亡。另外，静电产生的危害也不能忽视，它是电
气火灾的原因之一，对电子设备的危害也很大。　　3.5.2　电击触电及如何防止触电　　1.触电的危
害　　触电是指人体触及带电体后，电流对人体造成的伤害。它有两种类型，即电伤和电击。　　电
伤是指电流的热效应、化学效应、机械效应及电流本身作用造成的人体伤害。电伤会在人体皮肤表面
留下明显的伤痕，常见的有灼伤、电烙伤和皮肤金属化等现象。　　电击是指电流通过人体内部，破
坏人体内部组织，影响呼吸系统、心脏及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甚至危及生命。在触电事故中，电击
和电伤常会同时发生。　　2.影响触电危险程度的因素　　（1）电流大小对人体的影响　　通过人体
的电流越大，人体的生理反应就越明显，感应就越强烈，引起心室颤动所需的时间就越短，致命的危
害就越大。按照通过人体电流的大小和人体所呈现的不同状态，工频交流电大致分为下列3种。　　
①感觉电流：指引起人的感觉的最小电流（1～3 mA）。　　②摆脱电流：指人体触电后能自主摆脱
电源的最大电流（10 mA）。　　③致命电流：指在较短的时间内危及生命的最小电流（30 mA）。　
　（2）电流的类型　　工频交流电的危害性大于直流电，因为交流电主要是麻痹破坏神经系统，往
往难以自主摆脱。一般认为40～60 Hz的交流电对人最危险。随着频率的增加，危险性将降低。当电源
频率大于2 000 Hz时，所产生的损害明显减小，但高压高频电流对人体仍然是十分危险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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