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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为了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要，为了适应不同专业对电子技术的掌握的需要而编写的。
全书共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为第1至第3章，是电子技术所必备的电路基础内容；第二部分为第4至第9章，是模拟电子技
术内容；第三部分为第10至第14章，是数字电子技术内容。
每章配有Multisim的实验仿真。
因学时所限，本书着重讲述电子技术中最基本的、共性的问题，因此学习时应注重基本概念、基本理
论和基本技能三个方面。
第一，对于电子元器件，主要掌握其外部特性以及使用方法，而不必过分地追究其内部机理。
在处理器件与电路的关系上，以电路工作原理的分析和实际应用为主，讨论器件的目的在于将其应用
于电路。
善于总结对比，将课程中各部分的概念、内容进行归纳、比较、总结，找出共性的东西，以便加深理
解和记忆。
第二，学会用基本理论分析问题，用工程的观点解决问题。
所谓工程观点就是根据实际情况，对照器件的数学模型和电路的工作条件进行合理的近似，以便用简
便的分析方法获得具有实际意义的结果。
在进行电路分析计算时，只要能满足技术指标，就不必过分地追究精确数值。
第三，电子技术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实践环节在本课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不仅能巩
固所学理论，养成严谨求实的科学作风，而且能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因此，应高度重视实践环节，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完成每章配有的Multisim实验仿真。
本教材理论课参考学时为64～72学时，实验课为16～22学时。
本书由许立群主编，王淑英等承担了大部分编写任务。
其中，第1、2章由申功迈执笔，第3～6章由王淑英执笔，第7、10～13章由许立群执笔，第8、9章由韩
玺执笔，第14章由钮文良执笔；每章的实验由王淑英执笔。
为保证教材顺利出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潘晓丽编辑做了大量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一
并表示感谢。
限于编者水平，加之时间仓促，不妥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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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子技术基础》是依照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的电子技术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草案）编写的。
全书共分14章，包括： 电路的基本概念与基本定律，电路的基本理论与分析方法，正弦交流电路，半
导二极管、三极管及MOS场效应管，基本放大电路，集成运算放大电路，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应用，功
率放大电路，直流稳压电源，数字电路基础知识，组合逻辑电路，触发器，时序逻辑电路，实用功能
器件。
每章都配有Multisim的实验仿真。
　　《电子技术基础》是电气、电子信息类和非电类专业本科生电子技术基础教材，也可供从事电子
技术应用工作的技术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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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1416.3.1 反相输入组态1416.3.2 同相输入组态1446.3.3 差分输入组态1466.4 实验负反馈放大器148习
题6150第7章 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应用7.1 信号运算电路1527.1.1 加法和减法运算电路1527.1.2 积分和微分
电路1567.2 电压比较电路1607.2.1 单门限电压比较器1607.2.2 双门限电压比较器1637.3 RC正弦波振荡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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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功率放大电路8.1 功率放大电路的一般问题及解决措施1798.2 乙类互补功率放大电路1808.2.1 O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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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1939.1.3 单相全波整流电路1949.2 滤波电路1959.2.1 电容滤波电路1959.2.2 电感滤波电路1979.3 稳压电
路1989.3.1 并联型直流稳压电路1989.3.2 串联型直流稳压电路1999.3.3 三端集成稳压器2009.3.4 开关型稳
压电路简介2029.4 实验整流、滤波电路205习题9209第三部分第10章 数字电路基础知识10.1 数字逻辑基
础21110.1.1 基本逻辑运算21110.1.2 复合逻辑运算21210.2 逻辑门电路21310.2.1 半导体器件的开关特
性21310.2.2 TTL“与非”门21510.2.3 其他类型的TTL门电路21610.2.4 TTL门电路的主要电气指标21910.3 
逻辑函数及其表示方法22210.3.1 逻辑函数22210.3.2 逻辑函数的表示方法22210.4 逻辑函数的化
简22510.4.1 逻辑函数的最简形式22510.4.2 公式化简法22610.4.3 卡诺图化简法22910.4.4 具有无关项逻辑
函数的化简23110.5 实验基本数字逻辑电路仿真232习题10234第11章 组合逻辑电路11.1 组合逻辑电路的
分析与设计方法23611.1.1 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23611.1.2 组合逻辑电路的设计23911.2 加法器和数值比较
器24211.2.1 加法器24211.2.2 数值比较器24411.3 编码器与译码器24811.3.1 编码器24811.3.2 通用译码
器25311.4 数据选择器和数据分配器26611.4.1 数据选择器26611.4.2 74151集成8选1数据选择器26711.4.3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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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触发器12.1 基本RS触发器27912.1.1 基本RS触发器的结构和工作原理27912.1.2 触发器的功能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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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和设计（一）31413.4.2 实验二时序逻辑电路仿真分析和设计（二）318习题13321第14章 实用功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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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33714.3.2 模数转换（A/D转换）33914.4 实验34414.4.1 实验一555定时器34414.4.2 实验二数模转换
器348习题14350参考文献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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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电路是电流流经的路径，是由某些电气设备和元器件按一定方式组合起来的。
实际电路均由一些起不同作用的电路元件或元器件组成，如发电机、变压器、电动机、晶体管以及各
种电阻器和电容器等，其电磁性质较为复杂。
例如，交流供电的日光灯，除具有消耗电能的性质（电阻性）外，还具有电感性（当镇流器中通有电
流时产生交流磁场，这就是电感性）。
于是可以认为日光灯的等效电路是电阻和电感的串联。
为便于对实际电路进行分析并用数学描述，将实际元件理想化（或称模型化）后所组成的电路，就是
实际电路的模型。
理想电路元件主要有：电阻元件、电感元件、电容元件和电源元件等，并由相应的电路参数符号来表
示。
　　把任何一个实际电路画成由元件符号组成的示意图形，称为电路图。
比较复杂的电路有时也称为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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