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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元器件检修与应用》

前言

　　电子元器件是组成电子电路的最小单位，也是各种电子设备中需要检测和更换的对象。为此本书
对常用及一些特殊的、专用的电子元器件的外形、性能、识别及检测与应用技术进行了系统的分析。
　　按照结构清晰、层次分明的原则，本书可分为以下几部分。　　第一部分为电工电子检测基础，
主要讲解了常用仪器仪表的基本结构与使用知识；第二部分为通用元器件篇，主要包括本书的第2章
～第8章，重点介绍了电阻器、电容器、电感器、变压器、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晶闸管的基
本组成、识别方法和检测应用技巧；第三部分为特殊元器件篇，主要包括本书的第9章～第11章，重点
介绍了光电耦合器、开关、插接件、继电器、传感器的识别及检测应用技巧；第四部分为集成电路篇
，主要包括本书的第12章、第13章，重点介绍了常用集成电路及集成稳压器件的分类、识别、检测应
用技巧；第五部分为电声与声电器件篇，主要包括本书的第14章，主要讲解了扬声器和话筒的检修技
巧；第六部分为显示器件篇，主要包括本书的第15章，主要讲解了数码管、点阵显示器及液晶显示屏
的检修技巧与应用；第七部分为专用器件篇，主要包括本书的第16章～第18章，主要讲解了数码管、
点阵显示器及液晶显示屏的检修技巧与应用知识。　　全书由曹祥统稿，张校铭、杨建红、荷红芳、
邹全、张杰等编写。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有关书籍和资料，在此向相关作者表示衷心感谢。　　本
书的特点是通俗易懂，具体翔实，可帮助初学者尽快掌握电工电子元器件的检测与应用技术，适合于
电子电工初学者及其他电子电工从业人员阅读。同时，本丛书也可作为大专、中专、中技、职业院校
以及各种短期培训班和再就业工程培训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　　由于时间仓促，书中错漏之处在所
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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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子元器件检修与应用》系统讲解了近300种电子元器件检测维修方法及其应用，并给出部分实用数
据，包括电阻器类，电容器类，电感器、变压器、电动机类，二极管类，三极管类，场效应管类，晶
闸管类，继电器类，开关类，电声器件类，石英晶体器类，传感器类，集成电路类，集成稳压器类，
高频器件类，显示器件类和微电动机类等。对于某些电子元器件，《电子元器件检修与应用》给出典
型应用电路。对于一些具有可修复性的元器件，视情况介绍了常用的修理或代换方法。
《电子元器件检修与应用》适合广大电子爱好者，知识更新工程，再就业培训及电子电工类高职高专
、中等院校作为基础教材使用，也可供电子工程技术人员在专业技术工作中参考，同时也是进行电子
元器件检测与维修的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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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动噪声是指电位器动片触点滑动过程产生的噪声，这一噪声是电位器的主要噪声。动噪声的来源
也有六七种，但主要原因是动片触点接触电阻大（接触不良），碳膜体结构不均匀，碳膜体磨损，动
片触点与碳膜体的机械摩擦噪声等。2.3.3可变电阻器的检测、修理及代换1.检测检查电位器时，首先
要转动旋柄，看旋柄转动是否平滑、灵活，带开关电位器通、断时“喀哒”声是否清脆，并听一听电
位器内部接触点和电阻体摩擦的声音，如有“沙沙”声，说明质量不好。用万用表测试时，先根据被
测电位器阻值的大小，选择好合适的电阻挡位，然后按下述方法进行检测。　　（1）测量电位器的
标称阻值。用万用表的欧姆挡测量两边脚，其读数应为电位器的标称阻值。如果万用表的指针不动或
阻值相差很多，则表明该电位器已损坏。　　（2）检测活动臂与电阻片的接触是否良好。用万用表
的欧姆挡测量中间脚与两边脚阻值。将电位器的转轴按逆时针方向旋转，再顺时针慢慢旋转轴柄，电
阻值应逐渐变化，表头中的指针应平稳移动。从一端移至另一端时，最大阻值应接近电位器的标称值
，最小阻值应为零。如果万用表的指针在电位器轴柄转动过程中有跳动现象，则说明触点有接触不良
的故障。　　（3）测试开关的好坏。对于带有开关的电位器，检查时可用万用表的电阻挡测量开关
两接点的通、断情况是否正常。旋转电位器的轴，使开关“接通”一“断开”变化。若在“接通”的
位置，电阻值不为零，说明内部开关触点接触不良；若在“断开”的位置，电阻值不为无穷大，则说
明内部开关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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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我在测量元件时都参考此书
2、对初学者很好的教学书
3、刚收到，翻了一下，内容比较详细，涉及比较广，都是基础内容，唯一缺憾图画是黑白的，很多
元件对比就不太明显，适合初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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