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电子元器件应用技术>>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电子元器件应用技术>>

13位ISBN编号：9787802430761

10位ISBN编号：7802430763

出版时间：2009-6

出版时间：航空工业出版社

作者：李松法　主编

页数：21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电子元器件应用技术>>

前言

　　缩短生产周期、提高产品质量、降低制造成本是企业赢得竞争的主要途径。
　　产品设计可制造性是指所设计的产品的可加工性（我国工业部门一般称为工艺性），在产品设计
或论证阶段，如果不认真考虑可制造性，则会在组织生产时出现制造周期延长、成本提高或材料供应
困难等问题。
　　产品在进入生产制造环节前需要对可制造性进行衡量，产品设计是否考虑了制造加工的工艺可行
性尤为重要，系统设计能力和水平是装备制造技术水平最直观、最集中的表现。
在我国军工行业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引进技术、合作设计、合作生产、自主开发等多种途径，已能生
产大批高水平、高质量的产品。
　　一直以来，尤其是“十一五”期间，我国军工系统各行业科研、生产任务繁重，新材料、新技术
、新设备不断出现，新产品、新型号的设计、生产始终是一个制约军品发展的瓶颈问题，实践经验丰
富、熟知生产工艺过程的工程技术人员的严重匮乏，经验丰富的设计、工艺、生产人员相对较少，而
且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不断缩短，越来越需要快速开发生产新的、工艺成熟的产品，以增加企业的竞
争力，这就需要提高产品设计工程师及制造工程师的综合能力，使其工作更易于衔接，既可帮助产品
设计人员提高对工艺知识的了解，又能帮助制造人员组织产品可制造性评审及生产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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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工作在电子元器件第一线的各方面专家编写，内容涉及各类电子元器件，包括真空电子器件、
微电子器件、光电子器件、微特电机和特种元器件等。
书中概要介绍了各类电子元器件的基本特性、当前的产品情况以及所采用的国家标准，讨论了如何正
确管理、选择、使用元器件以及在使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本书对从事电子设备、系统研制、生产的单位和技术人员在了解电子元器件的基本情况，提高电子
设备、系统设计的可制造性方面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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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电子元器件的选择与管理　　2.1　电子元器件管理　　电子元器件管理工作范围很广，
包含了元器件选择、采购和应用的全部工作内容。
这项工作主要围绕着元器件的标准化、鉴定、批准和规范等任务展开，目的是使元器件满足研制项目
设计的性能、可靠性及其他要求。
本节对这些管理任务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指出了它们在元器件选择过程中的重要性，并提供了适当
的设计指南。
在我国，负责军用电子元器件标准化的机构是中国军用电子元器件质量认证委员会，按照认证程序规
则的规定对军用电子元器件制造厂生产线进行认证，对产品或材料和工艺进行鉴定，将鉴定合格的产
品列入合格产品目录（QPL），将鉴定合格的工艺/材料及相关产品列入合格制造厂目录（QML），并
对其合格资格进行监督。
在美国，任何军用电子设备的电子元器件都应经军用元器件咨询小组（Military Parts Control Advisory
Group）的认定，该小组隶属于国防电子供应中心（DESC）的工程标准化管理局，其任务是促进元器
件选择和应用的标准化水平。
　　2.1.1　元器件选择　　在新设备的设计和研究方案中采用标准元器件，除了使后勤支持比较简便
以外，在得到较好设备性能的同时，还可以节约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因此，元器件选择的一般规则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尽可能选择使用标准元器件。
　　所谓标准元器件的定义是：凭借其系统的试验计划以及在设备中成功应用的历史，已经证明在特
定的电子、机械和环境的极限条件内具有稳定发挥功能的能力，从而进入军品详细规范目录的元器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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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产品设计可制造性是指所设计的产品的可加工性（我国工业部门一般称为工艺性），在产品设计
或论证阶段，如果不认真考虑可制造性，会导致组织生产时出现制造周期延长、生产成本提高或材料
供应困难等问题。
　　本套丛书既可帮助产品设计人员提高对工艺知识的了解，又能帮助制造人员组织产品可生产性评
审及生产组织工作。
针对航空、航天、船舶、电子、兵器等国防行业产品的设计、制造特点，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学术
水平，以及较强的实用价值及创新性，能满足航空工业及其他国防工业的实际需要，可作为国防工业
系统及其他工业系统的产品设计人员、工艺技术人员、产品生产与管理人员，以及相关专业师生非常
实用的参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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