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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社会，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电子技术、电工技术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社会对电子技术
、电工技术人才的需求也日益迫切。
电子技术和电工技术同属于电类技术，而且是知识性、实践性和专业性都很强的实用技术，学习起来
有一定的难度，初学者普遍感到入门难。
如何轻轻松松上手，如何学以致用，成为广大初学者最为关注的问题。
　　人民邮电出版社一直致力于为广大电类技术初学者提供实用的入门读物，出版了大量高品质的图
书，其中《无线电爱好者丛书》包括数十个品种，累计发行上千万册；《电工实用线路300例》重印了
数十次，累计发行43万册。
这些图书以准确的定位、实用的内容和通俗易懂的表述方式受到了广大读者的青睐，成为同类书中的
经典畅销书，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电类技术爱好者。
　　近年来，电类技术基础读物出版量暴增，大量图书充斥市场，使得读者选购起来感到很困惑。
为了满足广大初学者“读一本好书、学一门技术”的需求，人民邮电出版社下大力气，组织了一批知
名作者，精心策划并出版了这套《电子电工经典畅销图书专辑》。
　　本专辑图书的策划思想是“重塑精品，再造经典”。
我们精选了久经市场考验，深受读者欢迎的作品，根据最新技术的发展，对其进行内容整合、优化完
善，既保留这些经典作品的精华，又与时俱进，融入最新的技术，提高图书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同时创新图书的表现形式，力争降低读者的阅读难度，轻松引领初学者迈入电类技术的殿堂。
希望这批读者“看得懂、学得会”的“精品”读物，再次成为受读者欢迎的经典流传之作。
　　本专辑图书涉及了电子技术和电工技术基础领域的方方面面，所讲授的内容都是初学者必须掌握
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这些图书具有以下共同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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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子技术自学宝典》是一本电子技术入门读物。
书中从电的基础知识谈起，较全面地介绍了常用电子元器件的基本知识及使用方法，晶体管的工作原
理及使用方法，读电子电路图的方法，并对晶体管电路、广播接收机电路进行了通俗而细腻的分析。
另外，《电子技术自学宝典》还对目前比较热门的集成电路、常用传感器进行了深入浅出的介绍。
同时，结合业余电子制作的特点，介绍了进行电子电路实验的方法和lO种经典电子小制作的具体制作
方法。
　　《电子技术自学宝典》的特点是：零起点、多适应、深入浅出、知识全面、要点突出，特别适合
起点低的电子爱好者自学，也可作为全国少年电子技师认定活动的教材以及电子技术小组、中小学科
技选修课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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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强大的生命力3.2 晶体二极管3.2.1 晶体二极管的图形符号和特性3.2.2 晶体二极管的种类3.3 晶体三极
管及其放大原理3.3.1 晶体三极管的基本结构3.3.2 晶体三极管的放大作用3.3.3 国产晶体管命名法3.3.4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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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与制作方法第十章 账款经典的电子小制作10.1 多谐振荡器10.1.1 工作原理10.1.2 元器件的选择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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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于半导体不是很好的导电材料，又不是可靠的绝缘材料，所以在电工技术的发展史上，曾长期
受到冷遇，它的“才华”一直被埋没着。
直到1940年美国全球联合公司研制出第一只半导体二极管，1948年第一只半导体三极管在美国著名的
贝尔实验室里诞生，人们才发现了半导体的许多奇妙而可贵的特性，半导体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半导体独有的宝贵性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1 半导体对温度的变化反应灵敏　　任何物质的电阻率都会随温度的改变而变化。
以良好的金属导体铜为例，温度每升高1℃，其电阻率仅增加O.4 ％左右，也就是说，温度升高100℃
，电阻率也只增加40％左右。
半导体则大不相同。
当温度升高时，其电阻率减少；温度降低时，电阻率增大。
以半导体材料纯锗为例，温度每升高或降低10℃，其电阻率变化约为50％。
这就意味着，温度的细微变化，能从半导体电阻率的明显变化上反映出来，这一特性，称为半导体的
热敏特性。
人们利用半导体对温度十分敏感的特性，制成了工业自动控制装置中的热敏电阻。
热敏电阻可以感知10.4℃的温度变化。
把热敏电阻装在机器的各个重要部位，就能集中控制和测量它们的温度。
用热敏电阻制作的恒温调节器，可以把环境温度稳定在上下变化不超过0.5 ℃的范围。
利用热敏电阻还可以测量流量和真空度。
在农业上，热敏电阻能准确地测出植物叶面的温度和土壤的温度；还能测量辐射，几百米远人体发出
的热辐射或1km（千米）外的热源都能方便地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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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基础知识完美展现，实用技能轻松掌握，重塑精品，再造经典！
尽显大师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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