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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知识日新月异，为适应时代的要求，培养具有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优秀人才，根据教育部
面向21世纪电工电子技术课程教学改革要求，结合我校电工基础教学部近年来对电工电子技术基础课
程的改革与实践，在第一版的基础上，我们借鉴国内外有影响力的同类教材，重新对教材进行修订编
写，调整补充，使之更适应非电类专业、计算机专业电工电子技术的教学要求。
　　本教材由太原理工大学电工基础教学部组织编写，全套教材共有六个分册：第一分册，电路与模
拟电子技术基础（分册主编李晓明、李凤霞），本分册主要介绍电路分析基础、电路的瞬态分析、正
弦交流电路、常用半导体器件与基本放大电路、集成运算放大器、直流稳压电源、现代电力电子器件
及其应用和常用传感器及其应用；第二分册，数字与电气控制技术基础（分册主编王建平、靳宝全）
，本分册主要介绍数字电路基础、组合逻辑电路、触发器与时序逻辑电路、脉冲波形的产生与整形、
数模和模数转换技术、存储器与可编程逻辑器件、变压器和电动机、可编程控制器、总线、接口与互
连技术等；第三分册，利用Multisim2001的EDA仿真技术（分册主编高妍、申红燕），本分册主要介
绍Multisim2001软件的特点、分析方法及其使用方法，然后列举大量例题说明该软件在直流、交流、模
拟、数字等电路分析与设计中的应用；第四分册，电工电子技术实践教程（分册主编陈惠英），本分
册主要介绍电工电子实验基础知识、常用电工电子仪器仪表，详细介绍了38个电路基础、模拟电子技
术、数字电子技术和电机与控制实验以及Protel2004原理图与PCB设计内容；第五分册，电工电子技术
学习指导（分册主编田慕琴），本分册紧密配合主教材内容，提出每章的基本要求和阅读指导，有重
点内容、重点题目的讲解与分析，列举了一些概念性强、综合分析能力强并有一定难度的例题；第六
分册，基于EWB的EDA仿真技术（分册主编崔建明、陶晋宜、任鸿秋），本分册主要介绍EWB5．0软
件的特点、各种元器件和虚拟仪器、分析方法，并对典型的直流、瞬态、交流、模拟和数字电路进行
了仿真。
系列教材由太原理工大学渠云田教授主编和统稿。
本教材第一分册、第二分册由北京理工大学刘蕴陶教授审阅；第三分册、第六分册由太原理工大学夏
路易教授审阅；第四分册、第五分册由山西大学薛太林副教授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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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middot;电工电子技术（第1分册）：电路与模拟电子技术
基础》是普通高等教育&ldquo;十一五&rdquo;国家级规划教材《电工电子技术》（第二版）的第一分
册。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middot;电工电子技术（第1分册）：电路与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主要是根据教育部面向21世纪电工电子技术课程教学改革要求，在2003年第一版的基础上，重新对
教材进行精选、调整、改写、补充而成。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middot;电工电子技术（第1分册）：电路与模拟电子技术
基础》的基本特点是内容丰富，选材合理、适当，突出内容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先进性。
教材充分利用电工电子新技术与现代化分析手段传授分析问题的方法，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实用
技术，强化学生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以进一步提高学生素质、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middot;电工电子技术（第1分册）：电路与模拟电子技术
基础》第一分册包括电路分析基础、电路的瞬态分析、正弦交流电路、常用半导体器件与基本放大电
路、集成运算放大器、直流稳压电源、现代电力电子器件及其应用、常用传感器及其应用共8章内容
，并有与Multisim2001教学平台相配套的EDA分析与仿真习题。
　　本教材适用于普通高等教育理工科非电类专业和计算机专业，也可作为高职高专及成人教育相应
专业的选用教材，还可作为相关专业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电工电子技术（第一分册）>>

书籍目录

第1章 电路分析基础1．1 电路元件1．1．1 电流、电压的参考方向1．1．2 电阻元件1．1．3 理想电压
源与理想电流源1．1．4 元件的功率1．1．5 实际电源的模型1．2 基尔霍夫定律1．2．1 基尔霍夫电流
定律（KCL）1．2．2 基尔霍夫电压定律(KVL）1．2．3 基尔霍夫定律的应用1．3 电路中电位的概念
及计算1．4 叠加定理1．5 等效电源定理1．5．1 戴维宁定理1．5．2 诺顿定理1．5．3 等效电阻R的求
解方法习题1．概念题2．计算与仿真题第2章 电路的瞬态分析2．1 动态元件2．1．1 电感元件2．1．2 
电容元件2．1．3 动态元件的特点2．2 瞬态发生的原因与换路定则2．2．1 电路发生瞬态的原因2．2
．2 换路定则2．2．3 初始值和稳态值的确定2．3 RC电路的瞬态分析2．3．1 RC电路的全响应2．3．2 
一阶线性电路瞬态分析的三要素法2．4 微分电路与积分电路2．4．1 微分电路2．4．2 积分电路2．5
RL电路的瞬态分析2．6 瞬态分析的运算法2．6．1 拉普拉斯变换及逆变换2．6．2 应用拉氏变换分析
线性电路习题1．概念题2．计算与仿真题第3章 正弦交流电路3．1 正弦交流电的基本概念3．1．1 瞬时
值、幅值和有效值3．1．2 周期、频率和角频率3．1．3 相位、初相位和相位差3．2 交流电路的相量计
算法3．2．1 复数的表示形式3．2．2 复数的基本运算3．2．3 相量和相量图3．2．4 相量计算法举例_3
．3 简单交流电路的计算3．3．1 RLC串联电路3．3．2 阻抗的串联与并联3．3．3 功率因数的提高3．4
交流电路的频率特性3．4．1 RC电路的频率特性3．4．2 LC谐振电路3．5 非正弦周期电压和电流3．6 
三相交流电路3．6．1 三相交流电源3．6．2 负载的星形(Y）联结3．6．3 负载的三角形(△）联结3．6
．4 三相电路的功率3．7 工厂供电与安全用电3．7．1 512厂供电3．7．2 安全用电习题1．概念题2．计
算和仿真题第4章 常用半导体器件与基本放大电路4．1 半导体二极管4．1．1 半导体基本知识4．1．2 
二极管及其简单应用4．1．3 特殊二极管4．2 晶体三极管4．2．1 基本结构和电流放大作用4．2．2 特
性曲线和主要参数4．3 基本放大电路4．3．1 共发射极放大电路4．3．2 静态工作点的稳定4．3．3 共
集电极放大电路4．3．4 放大电路的级问耦合与差分放大电路4．4 功率放大电路4．4．1 功率放大电路
的类型4．4．2 互补对称功率放大电路4．4．3 集成功率放大器简介4．5 绝缘栅型场效应管4．5．1 N
沟道增强型MOS管4．5．2 N沟道耗尽型MOS管4．5．3 场效应管与晶体管的比较及其主要参数习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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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8．5．3 压电传感器的测量电路8．5．4 应用举例8．6 热电式传感器8．6．1 热电偶的基本工作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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