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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与电子技术基础》

前言

　　进入21世纪，“985工程”和“211工程”的实施，推动了我国高水平大学和重点学科的建设，在
高校中汇聚了一大批高层次人才，产生了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学术和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然而高
校规模的超高速增大，导致不少学校的专业设置、师资队伍、教材资源和教学实验条件不能迅速适应
发展需要，教学质量问题日益凸显。高校教材，作为教学改革成果和教学经验的结晶，其质量问题自
然备受关注。　　需要指出的是，很多高等学校教材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检验，已经成为广泛使用的
精品教材。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现用的教材中有不少内容陈旧、未能反映当前科技发展的最新成
果，不能满足按新的专业目录修订的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的高等教育教材建设
必须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内容质量和出版质量上均有新的突破。　　根据教育部教高司2003年8
月28日发出的〔2003〕141号文件，在教育部组织下，历经数年，2006～2010年教育部高等学校电子电
气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按照教育部的要求，致力于制定专业规范或教学质量标准，组织师资培
训、教学研讨和信息交流等工作，并且重视与出版社合作，编著、审核和推荐高水平电子电气基础课
程教材。　　“电工学”、“电路”、“信号系统”、“电子线路”、“电磁场”、“自动控制原理
”、“电机学”等电子电气基础课程是许多理工院校的先修课程，也是电子科学与技术、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等专业学科的基石，在科学研究领域和产业应用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此类教材的编写
，应提倡新颖的立意，“适用、先进”的编写原则和“通俗、精炼”的编写风格，以百花齐放的形式
和较高的编写质量来满足不同学科、不同层次的师生的教学要求。　　本电子电气基础课程教材编审
委员会即是基于此目的而设立的，希望能够鼓励更多的优秀教师参与其中，为高质量教材的编写和出
版贡献出聪明才智和知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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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工与电子技术基础》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电工与电子技术基础》是为配合高
等院校质量工程项目中的精品课程建设而编写的，符合教育部高等院校电工学课程组制定的非电类“
电工学”课程的教学要求。
《电工与电子技术基础》介绍了电工技术和电子技术的基础知识，共15章，主要内容包括：电路基本
概念与分析方法，正弦交流电路，变压器与交流电动机，电动机的控制，半导体器件，基本放大电路
，集成运算放大器，直流稳压电源，门电路和组合逻辑电路，触发器和时序逻辑电路等。各章均配有
习题，并附有部分习题参考答案。《电工与电子技术基础》概念阐述清楚、重点和难点突出、注重理
论联系实际且通俗易懂。
《电工与电子技术基础》可作为高等院校本科非电类专业电工与电子技术基础课程教材，也可作为成
人教育、职业培训教材，还可作为相关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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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电路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定律　　电路广泛应用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当中，如电力系统、通
信系统、计算机系统、控制系统和信号处理系统等领域，它是电工和电子技术的基础。　　本章介绍
电路的组成与作用，电路模型，电源、电阻、电感、电容等主要电路元件；讨论如何分析计算电路中
电压、电流、电功率等物理量；重点介绍电路中最基本的定律——基尔霍夫定律。　　1.1 实际电路和
电路模型　　实际电路是为了实现某种功能，由实际电路器件和部件连接而成的电流通路装置。电路
器、部件包括发电机、电池、麦克风、变压器、电动机、电灯、电容器、电感器、晶体管和集成电路
等。实际电路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可概括为电源（信号源）、中间环节和负载三个组成部分。提
供电能量或电信号的设备称为电源；将电能转换为非电能的设备称为负载；处于电源和负载之间传输
电能或处理电信号的部分为中间环节。　　一般来说，实际电路完成两个方面的功能：一是实现电能
的产生、传输、分配和使用，如电力系统，其作用是将发电机所产生的电能传输到用电设备，再转换
为人们所需要的机械能、光能或热能；二是实现信号的传递和处理，如音频放大电路，其作用是把话
筒输出的微弱电信号进行放大处理，以推动扬声器发声。　　在电路理论中，电源或信号源称为激励
，由激励在电路中各部分产生的电压和电流称为响应。电路分析就是在已知电路的结构和元件参数的
条件下，分析电路的激励与响应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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