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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频电路是通信、电子、信息等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课和技术基础课。
它主要研究讨论组成通信系统的基本单元电路的结构原理和分析方法，在整个专业学习中起着承前启
后的重要作用。
　　随着微电子技术及其应用的发展，通信电路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应用也越来越广泛，但十几年来
，各校由于种种原因却对其教学学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压缩。
如何应对不断出现的变化和适应课程的发展，实施好这门课程是当前的一项重要T作。
　　在充分认识课程特点的基础上，编者总结了多年的实际教学经验，博采国内外众家之长，为适应
专业及课程实际需要，特别是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大发展和电子通信类专业全面扩招这一实际情况的
需要而编写本书。
内容包括：绪论、小信号放大器与噪声、高频功率放大电路、振幅调制与解调、混频电路、角度解调
与调制、通信系统中的自动控制电路等。
在编写中，以分立元件为主、集成电路为辅，以基本电路原理和基本分析方法为重点，适当结合实际
应用，介绍了这些基本电路组成的接收机、发射机以及移动手机电路的例子，把单元电路和通信系统
相联系，既加强了对基本电路原理的理解，也了解了通信设备的整体结构，培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能
力，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
　　本书力求做到简明扼要、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以达到适于自学的目的，同时书中突出非线性电
路的特性与分析方法。
本课程的参考学时为56学时，根据使用者的实际情况，使用本书时可酌情删减。
　　本书由刘联会、李玉魁主编，卫建华、王建新、蓝洋、刘晓佩、杨辉、关可担任副主编，参加编
写的还有刘高辉、刘凌志、何亮、魏西媛、刘沛、刘露、郭玉萍、吴文奎、张燕燕等，另外刘露在绘
图、打字等方面做了大量的T作，同时感谢宋鹏和顾梅花老师对本书的大力支持。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错误和不当的地方，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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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适用于通信电子类本科与专科设置的“通信电子电路”课程的教材。
本书解决了由于电子技术发展快、内容多、课时少而引发的矛盾。
其内容新、少而精、突出物理概念、实用性强、基本电路分析具体、图文并茂直观、通俗易懂、深入
浅出、利于自学。
本书以基本电路分析为基础，并深入讲述了无线电广播发射与接收机的结构原理、调频立体广播发射
与接收机的电路结构原理及电视机的基本结构，具有理论联系实际、应用性广、涵盖面宽、系统性强
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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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常用到的无源元件认为是线性双通的、不随时间变化的、具有集总参量的电阻、电感线圈和电容
。
所谓线性是指元件参量与流经它的电流或加于其上的电压的数值无关；所谓双通是指元件参量与电流
方向和电压极性无关；所谓集总参量是指不随空间位置而变的参量。
　　无源元件上的电流和电压的关系称为元件的伏安特性。
在理想情况下，电阻是一个耗能元件，而电容是储存电能的元件，电感是储存磁能的元件，且线路中
的磁能和电能是不能突然改变的，也就是说电感线圈中的电流和电容器中的电荷都不能骤然增加。
　　在电路中引用的无源元件（电阻、电感线圈和电容）都是理想元件，实际上没有这种元件。
实际元件应用不同的等效电路来表示，针对不同的运用情况，应采用最确切的等效电路。
　　1.电阻　　一个实际的电阻，在低频时主要表现为电阻特性；在高频使用时除了表现为电阻特性
外，还具有电抗特性的一面。
一个电阻R的高频等效电路如图1.1.1所示，其中，cr为分布电容，Ln为引线电感，R为电阻。
分布电容和引线电感越小，表明电阻的高频特性越好。
电阻器的高频特性与制作电阻的材料、封装形式和尺寸大小有密切的关系。
一般来说，金属膜电阻比碳膜电阻的高频特性要好，而碳膜电阻比绕线电阻的特性要好。
频率越高，电阻的电抗成分越明显，在使用时，应尽量使之表现为纯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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