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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工与电子技术(下册)(第2版)》(作者徐卓农、李士军)共9章，内容包括半导体器件、晶体管放大电
路、集成运算放大器及应用、正弦波振荡电路、电源电路、逻辑代数与集成门电路、组合逻辑电路、
触发器和时序逻辑电路、模拟量与数字量之间的转换。

编者根据多年教学经验，在《电工与电子技术(下册)(第2版)》第1版基础上合理调整了部分章节的内
容，同时增加了负反馈放大电路分析、应用电路介绍等，使其更贴近和符合当前本科生的实践教学要
求。

《电工与电子技术(下册)(第2版)》可作为高等院校电气信息类及相关专业的基础课教材，也可作为相
关科技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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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以移动电话、数字照相机、MP3、数字电视为代表的数字消费产品不
断向人们生活中渗透，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强大数字浪潮的冲击下，传统的模拟技术应用领域不断被数字技术侵蚀，人们不得不关注一个严峻
的话题：数字化时代，曾经辉煌的模拟技术何去何从？
　　尽管数字电路的发展如火如荼，但人们也应该注意到，高速发展的数字化浪潮并不能掩盖人们生
活在一个模拟世界的现实，人们所感知及保存的信息也都建立在模拟量的基础之上，这些信息只有通
过模拟技术处理之后，才有可能进行更高级别的数字化处理：而且数字化程度再高，最终也必须转换
成模拟的声音、色彩等才能被人类所感知。
因此，数字化浪潮增强了模拟技术与数字技术的融合，处于同一范畴的模拟技术与数字技术不仅不是
相互对立的，而且还是相互补充的。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模数与数模转换器是数字化浪潮的前沿。
受数字化浪潮的驱使，寻求高性能的模数与数模转换器一直是各种数字化产品设计人员的目标。
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近年来模／数与数／模转换器的性能不断优化，而价格却在不断下降。
转换速度高、分辨率高的模／数与数膜转换器的出现不但为提高教码相机、数字电视的性能提供了方
便，而且为实施软无线电提供了基础元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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