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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技术基础》

前言

　　本书是根据教育部颁发的中等职业学校《电子技术基础》教学大纲进行编写的。全书分为两篇，
第一篇为模拟电子技术部分，共有5个课题，分别为半导体二极管和三极管、基本放大电路、集成运
算放大器、整流与稳压电路和晶闸管电路；第二篇为数字电子技术部分，共有3个课题，分别为门电
路及组合逻辑电路、集成触发器和时序逻辑电路，以及数字技术中常用的应用电路。通过对本书的学
习，可以使学生具备电工电子专业高素质劳动者和中、初级专门人才所必需的电子技术的基本知识及
基本技能，为学生学习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提高全面素质、增强适应岗位变化的能力和继续学习的
能力打下一定的基础。　　电子技术发展一日千里，新技术、新器件不断涌现。为了适应电子技术的
发展和中等职业教育改革的需要，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根据“淡化理论，加强技能，拓展广度，重在
应用”的要求，力求体现职业教育的特点，充分考虑了适用范围、应用性、实践性及有利于对学生能
力的培养等方面的问题，既突出电子技术的基础性，又强调电子技术的应用性，并具有以下特点。　
　（1）在着重介绍电子技术领域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训练的同时，注意吸收新知识、
新器件相关内容。　　（2）基础理论知识讲授以应用为目的，精选内容，以“必需、够用”为度，
讲清原理，突出基本概念，理论证明和公式推导从简。　　（3）为加强对学生实际动手能力的培养
，对每一种器件都有引脚测试和质量检测方法的介绍，并安排了十个实验，旨在强化学生的实际操作
能力。　　（4）在教材结构、风格上，力求简明扼要、深入浅出和便于自学；例题和习题尽量结合
工程实际，突出应用性，强调启发性。　　本教材适用于中等职业学校机电类、电类及相关专业，也
可作为职工岗位培训教材。总教学时数为156学时，各部分内容的课时分配建议如下。　　教 学 内 容
课 时 分 配 建 议　　理论教学实验教学合计　　第1章　半导体二极管和三极管12416　　第2章　基本
放大电路24630　　第3章　集成运算放大器14216　　第4章　整流与稳压电路20222　　第5章　晶闸管
电路22426　　第6章　门电路及组合逻辑电路16218　　第7章　集成触发器和时序逻辑电路1818　　
第8章　数字技术中常用的应用电路88　　机　动22　　合　计13620156　　本书由安徽工业大学范国
伟任主编，安徽省合肥市电子学校金仲、安徽省当涂县职业教育中心任小平任副主编。全书由范国伟
统稿，做了很多重要的修改与补充，安徽职业技术学院程周教授审阅了全部书稿并提出了很多宝贵意
见。本书在编写的过程中，得到安徽工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安徽合肥市电子学校、安徽马鞍山技师
学院、安徽马钢技师学院、安徽省当涂县职业教育中心和安徽职业技术学院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
示感谢。　　为了方便教师教学，本书还配有教学指南、电子教案及习题答案（电子版），请有此需
要的教师登录华信教育资源网免费注册后再进行下载，在遇到问题时请在网站留言板留言或与电子工
业出版社联系。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加上时间仓促，书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使用本书的老
师和同学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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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技术基础》

内容概要

《中等职业教育电类专业规划教材·电子技术基础》为中等职业教育电类专业规划教材，是编者结合
近几年职业类学校教学改革的经验，为进一步适应对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要
求而编写的。
《中等职业教育电类专业规划教材·电子技术基础》主要内容包括：半导体二极管和三极管、基本放
大电路、集成运算放大器、整流与稳压电路、晶闸管电路、门电路及组合逻辑电路、集成触发器和时
序逻辑电路、数字技术中常用的应用电路，共8章。每章都包含学习目标和章后小结，并配有习题供
学生思考和练习。最后，还编写了十个实验项目以供学生实践训练。
《中等职业教育电类专业规划教材·电子技术基础》还配有电子教学参考资料包（包括教学指南、电
子教案及习题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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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1章　半导体二极管和三极管1.1　半导体的基本知识1.1.1　半导体的导
电方式1.1.2　N型半导体和P型半导体1.1.3　PN结及其单向导电性1.2　半导体二极管1.2.1　二极管的结
构、符号和类型1.2.2　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曲线1.2.3　二极管的主要参数1.2.4　二极管的识别和简易检
测方法1.3　稳压管1.3.1　稳压管的结构、符号和类型1.3.2　稳压管的主要参数1.3.3　稳压管的简易检
测方法1.4　半导体三极管1.4.1　三极管的结构、符号和类型1.4.2　三极管的电流放大作用1.4.3　三极
管的伏安特性曲线1.4.4　三极管的主要参数1.4.5　三极管的识别和简易检测方法1.5　其他半导体器
件1.5.1　场效应管1.5.2　发光二极管1.5.3　光电二极管1.5.4　开关二极管1.5.5　变容二极管1.5.6　隧道
二极管本章小结习题1第2章　基本放大电路2.1　基本放大电路的组成2.1.1　共发射极基本放大电
路2.1.2　共集电极基本放大电路2.1.3　共基极基本放大电路2.2　共发射极放大电路的分析2.2.1　共发
射极放大电路的工作原理2.2.2　共发射极放大电路的直流通路和交流通路2.2.3　共发射极放大电路的
近似估算法2.2.4　共发射极放大电路的图解分析法2.3　静态工作点的设置和稳定2.3.1　静态工作点的
设置2.3.2　温度对静态工作点的影响2.3.3　分压式偏置放大电路2.4　阻容耦合多级放大电路2.4.1　多
级放大电路的组成2.4.2　多级放大电路的耦合方式2.4.3　多级放大电路的电压放大倍数2.5　放大电路
中的负反馈2.5.1　反馈的基本概念2.5.2　反馈的极性与类型的判断2.5.3　负反馈的四种基本形式2.5.4
　负反馈对放大电路的影响2.6　功率放大电路2.6.1　对功率放大器的要求2.6.2　功率放大器的分
类2.6.3　功率放大器应用电路2.6.4　集成功率放大器2.7　正弦波振荡电路2.7.1　振荡的基本概念2.7.2
　LC正弦波振荡电路2.7.3　RC正弦波振荡电路2.7.4　石英晶体正弦波振荡电路本章小结习题2第3章　
集成运算放大器3.1　集成运算放大器的简单介绍3.1.1　集成运算放大器的组成与分类3.1.2　集成运算
放大器的主要参数3.1.3　集成运算放大器的传输特性3.1.4　理想集成运算放大器的特点3.2　基本集成
运算放大电路3.2.1　反相输入比例集成运算放大器3.2.2　同相输入比例集成运算放大器3.3　集成运算
放大器的应用3.3.1　集成运算放大器在信号运算方面的应用3.3.2　集成运算放大器在信号处理方面的
应用3.3.3　集成运算放大器在波形产生方面的应用3.4　使用运算放大器的注意问题3.4.1　使用前一定
要做的工作3.4.2　集成运放的保护问题3.4.3　集成运放的正确选择本章小结习题3第4章　整流与稳压
电路4.1　单相整流电路4.1.1　单相半波整流电路4.1.2　单相全波整流电路4.1.3　单相桥式整流电
路4.1.4　单相倍压整流电路4.2　三相整流电路4.2.1　三相半波整流电路4.2.2　三相桥式整流电路4.3　
滤波电路4.3.1　电容滤波电路4.3.2　电感滤波电路4.3.3　复式滤波电路4.4　整流器件选用及保护4.4.1
　整流二极管4.4.2　硅整流堆4.4.3　整流器件的保护4.5　稳压电路4.5.1　硅稳压管及其简单稳压电
路4.5.2　晶体管串联型稳压电路4.5.3　三端集成稳压器本章小结习题4第5章　晶闸管电路5.1　晶闸
管5.1.1　晶闸管的结构、符号5.1.2　晶闸管的工作原理5.1.3　晶闸管的电压、电流特性5.1.4　晶闸管
的主要参数5.1.5　晶闸管的型号5.2　晶闸管单相可控整流电路5.2.1　单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5.2.2　单
相半控桥式整流电路5.2.3　应用实例5.3　晶闸管三相可控整流电路5.3.1　三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5.3.2
　三相半控桥式整流电路5.4　晶闸管的触发电路5.4.1　单结晶体管触发电路5.4.2　晶闸管触发电
路5.4.3　应用实例5.5　晶闸管的选用和保护5.5.1　过电流保护5.5.2　过电压保护5.5.3　晶闸管的选用
和简单检测5.6　逆变和交流调压5.6.1　逆变的基本工作原理5.6.2　单相交流调压本章小结习题5第二篇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第6章　门电路及组合逻辑电路6.1　逻辑门电路6.1.1　与逻辑及与门6.1.2　或逻
辑及或门6.1.3　非逻辑及非门6.1.4　组合逻辑门6.2　数制转换6.2.1　数制6.2.2　二进制数和十进制数
的相互转换6.3　逻辑代数及逻辑函数的化简6.3.1　逻辑代数6.3.2　逻辑函数化简6.4　逻辑电路图、真
值表与逻辑函数间的关系6.4.1　逻辑电路图与逻辑函数式的互换6.4.2　逻辑函数与真值表的互换6.4.3
　逻辑代数在逻辑电路中的应用6.5　组合逻辑电路及逻辑部件6.5.1　组合逻辑电路的基础知识6.5.2　
常见的组合逻辑电路本章小结习题6第7章　集成触发器和时序逻辑电路7.1　双稳态触发器7.1.1　RS触
发器7.1.2　主从型JK触发器7.2　寄存器7.2.1　数码寄存器7.2.2　移位寄存器7.3　计数器7.3.1　二进制
计数器7.3.2　二?十进制计数器本章小结习题7第8章　数字技术中常用的应用电路8.1　脉冲信号的产生
与整形电路8.1.1　单稳态触发8.1.2　多谐振荡器——无稳态触发器8.1.3　集成555定时器及其应用8.2　
模数和数模转换器8.2.1　数模转换器（DAC）8.2.2　模数转换器（ADC）本章小结习题8实验实验1　
二极管的识别与简易检测实验2　三极管的识别与简易检测实验3　共发射极放大电路实验4　负反馈放
大电路实验5　集成运算放大器实验6　整流滤波电路实验7　串联型稳压电路实验8　晶闸管简单测试
实验9　简易晶闸管调压电路实验10　与非门电路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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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子技术基础》可作为中等职业学校电类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有关职业培训和岗位培训的教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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