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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代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对本科生的教学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电子技术也成为
非电类专业的必修课。
　　电工学是非电类专业学生进行电气工程教育的一门非常重要的技术基础课，它的主要任务是为非
电类专业学生学习相关专业知识和从事工程技术工作打好理论基础，并培养基本实践技能。
本书包括模拟电子技术和数字电子技术两部分，其中第1-6章介绍的是模拟电子技术，主要介绍常用半
导体器件特性和模拟电子电路的基本电路构成、性能特点及基本分析方法，第7-11章介绍的是数字电
子技术，主要介绍门电路、触发器及常用的中规模器件的原理、特性和数字电路的分析、设计方法。
　　本书是在分析和总结了以往的教学经验以后，结合多年来电子技术课程教学实践和经验，为适应
电子技术发展的新形势和教学改革不断深入的需要，针对加强学生基础理论和实践能力培养而编写的
。
在编写过程中，贯穿扩大知识面，加强工程应用，强调以学生为本的指导思想，力求做到深入浅出，
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创新能力，因此，本书的编写具有以下特点：　　1．内容力求精，不贪
多，注重基础，文字简练，说理透彻，便于学生的入门学习。
　　2．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注意培养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为使学生能循序渐进的进行学习，本书大部分章的开头有内容提要、讨论问题，后面附有小
结，每一节配有思考题，便于学生有目的的学习，以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
　　4．在章末配有一定的自测题和习题，其中自测题以概念为主，考查学生对基本内容的掌握。
习题部分以巩固和提高为主，使学生对所学内容在掌握基本分析方法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加深理解。
题目的选配和数量上，有较强的针对性与实用性。
参加本书编写的有中北大学王黎明（第3章）、常晓丽（第1、2章）、陈媛媛（第4、6章）、沈国伟（
第5、9、10、11章）、任爱芝（第7、8章），并由王黎明任主编，负责全书的组织、修改和定稿，常
晓丽、沈国伟任副主编。
　　本书由全国高等学校电子技术研究会常务理事、华北地区高等学校电子技术教学研究学会副理事
长、山西省高等学校电子技术教学研究学会理事长、中北大学毕满清教授担任主审，对书稿进行了认
真的审查，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加之编写时间仓促，书中难免会有疏漏和错误之处，恳请使用本书的广大读
者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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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以教育部颁发的“高等学校工科本科电子技术（电工学Ⅱ）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为依据，结合
多年的教学实践经验编写的，以适应不同专业的教学需要。
 　　全书分为模拟电子技术和数字电子技术两大部分，包括半导体器件、基本放大电路、反馈及负反
馈放大电路、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应用、直流电源、电力电子技术、逻辑门电路和组合逻辑电路、触发
器和时序逻辑电路、脉冲波形的产生和变换、数模和模数转换器、存储器和可编程逻辑器件等内容。
大部分章前都写有内容提要和讨论问题，章后附有小结、自测题和习题，有利于学习自学。
 　　本书结构合理，重点突出，内容阐述深入浅出、简洁易懂。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工科非电类各专业本科生、大专生以及成人教育的教学参考书，也可供相关
工程技术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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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半导体器件　　1.1　半导体的基本知识　　1.1.1　半导体及其特性　　自然界中的物质
按照其导电能力的强弱可以分为导体、半导体和绝缘体三种类型。
导电能力介于导体和绝缘体之间的物质叫半导体。
　　半导体之所以被用来制造电子元器件是因为它具有不同于其他物质的特性。
　　1.光敏特性半导体的导电能力随光照变化而有明显改变，利用这种特性可以做成各种光敏器件，
如光敏电阻、光电耦合器等。
　　2.热敏特性半导体的导电能力随温度变化而有明显改变，利用这种特性可以做成各种热敏元件。
　　3.掺杂特性在纯净的半导体中掺入少量特定的杂质元素时，它的导电能力可以大大提高，并且通
过控制掺入杂质元素的浓度，就可控制它的导电性能。
利用这一特性可以制成各种性能的半导体器件。
　　半导体之所以具有上述特性，主要是因为其原子结构和导电机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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