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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上、下两篇。
上篇为模拟部分，共3章。
内容包括：半导体基础知识，放大电路基础，集成电路运算放大器。
下篇为数字部分，共7章。
内容包括：逻辑代数基础，门电路，组合逻辑电路，时序逻辑电路，脉冲产生与整形电路，模/数与
数/模转换电路，半导体存储器和可编程逻辑器件。
?    本书既注重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介绍，又强调实际应用，其内容力求叙述简明扼要，通俗易懂，
可以作为高等学校非电类各专业的“电子技术基础”课程教材，也可供有关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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