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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是根据教育部关于“高等职业学校的培养目标和人才规格”及“高职高专教育电工电子技
术课程教学基本要求”，针对高等职业学校工科非电类各专业编写的。
　　随着电子技术的迅速发展，其应用已遍及生产、科学、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行各业，而且
先进的数字化控制和通信技术正逐步取代传统的工作方式。
特别突出的是计算机在这些领域的应用正在导致一场划时代的变革。
机械类及其相关专业的学生要求掌握一定的电子技术知识体现了时代的要求。
　　根据工科非电类各专业电子技术的教学要求，本教材在内容的选择及处理上注意了以下几点：　
　1.精选教学内容，基础理论以“必需”、“够用”为度，删除许多理论推导和计算，适当精简电子
电路结构及分析方法的论述，以定性分析为主，辅以必要的定量计算。
如在模拟电子电路基础方面，淡化载流子运动，删除放大电路图解分析法等，将反馈内容从分立元件
电路移入运算放大器电路中讨论并加以简化，注重反馈的应用，对集成电路的内部结构和工作过程机
理不予介绍，而着重介绍其功能及应用方法等。
　　2.在内容的选择上注意选用新知识、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
当前与工农生产及生活实际联系十分紧密、作用及效益显著的尽可能选入，用新产品和新技术替代传
统元件和落后技术。
例如：采用中大规模集成电路、检测与传感技术、半导体存储器及可编程逻辑阵列、工业控制计算机
、大功率电子器件、变频技术及变频器、现代通信技术等内容。
增强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
　　3.将教学内容与生产和生活实际紧密联系，加宽技术应用的内容。
贯彻以能力为本位的教学思想，十分注重融知识、能力、技能和实用为一体，加强分析和应用设计，
突出分析方法和设计思路，理论联系实际，着重加强实践能力的培养。
　　教材中大量选用与生产和生活贴得很近的电子技术应用实例，如密码锁、简易电子琴、报警器、
舞台灯光控制器、多种实用电源、球赛计分牌、时钟脉冲发生器、船闸信号灯等等，十分注意电路思
路分析，引导知识应用，鼓励创新精神，重视实践能力培养。
使整个教学活动紧紧抓住素质教育和能力培养这个重心。
　　教材中增设了一些能激发学习兴趣的实作练习，使学生课后复习不只停留在纸上，同时可得到技
术推广、技术革新、技术创新等实践活动的训练。
　　4.为便于教学，在时间跨度和内容深广度上留有伸缩性，可灵活掌握。
根据不同类型学校和不同专业需要，可安排不同的教学时数，增添或加重对某些内容的教学。
例如：机电一体化类专业可选用电子技术模块中传感技术及工业控制计算机等内容；轻工类专业可选
用非电量测量与传感器等内容；冶金类专业可选用电力电子技术等内容。
　　5.编入了“电子技术实验实训”一章，选编了十个实验实训项目供选用。
在选题中，注意加强应用性，特别是集成电路的应用，另外还选入了组合逻辑电路应用设计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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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高等职业学校教材之一，是教育部推荐教材。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常用半导体器件，基本放大电路，运算放大器，运算放大器的应用电路，数字电
路的基本知识，组合逻辑电路，触发器与时序逻辑电路，脉冲信号的产生与整形，电子电路的应用，
电力电子技术，电子技术实验实训等。
本书可作为高等职业学校非电类教材，也可供岗位培训和自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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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室内部分以室内控制部分为中心，由遥控、传感器、显示器和风机电动机驱动回路组成。
温度和湿度数据及运行模式等设定条件以序列信号的形式送往室外部分。
　　室外部分以系统控制部分为中心，由整流单元、逆变单元、电流传感器、室外风机电动机及阀门
控制部分组成。
　　房间空调的室内部分备有室温传感器，并将设定温度和运行情况等信息传送给室外。
室外部分则分析这些信息，了解温差与室温变化的时间等，然后计算并指定压缩机的频率。
开始运行时，如果室温与设定温差很大，采用高频运行，随着温差的减小采用低频运行。
另外，在室温急剧变化时使频率也大幅度变化，缓慢时使频率也小范围变化，并在平衡冷暖气负载与
压缩机输出的同时，以最短时间使室温达到希望值。
使用变频器控制空调可以达到以下效果：　　1.利用变频控制节能房间空调一年的运行模式基本上是
在轻负载下运行。
采用变频器的容量控制在负载下降时使压缩机能力也下降，以此来保持与负载的平衡。
在利用变频器变频控制使压缩机转速下降的场合，由于相对于压缩机容量，热交换器容量的相对比率
增加，所以是高效率运行，特别是轻负载时更为显著。
　　2.压缩机ON／OFF损耗减小由于使用变频器控制的空调可用变频来对应轻负载，所以可减少压缩
机开停次数，使制冷回路的制冷剂压力变化引起的损耗减小。
　　3.舒适性改善与通常的热泵空调相比，装上变频器后，在室外气温下降、负载增加时压缩机转速
上升，能提高暖气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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