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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电子技术基础复习要点 
 
模电：元器件→电路→集成模块。 
一些说明： 
原文件是各班老师们发的复习总结，但也有说法是“祖传文档”。所以，以下所有仅供参考。

这份文档用来辅助复习是很好的，但至于是否与考试范围相关，特别是其中说法比较明确的

内容是否“保真”，就只能由大家自行判断了。 
重点复习要求“掌握”的内容。 
其中提到的例题、作业题需要好好看。 
以下突出显示的是对原内容的强调或补充说明，并非替代。（来自某节气老师的课上讲解） 
题型及分值分布： 
20 分填空题（每空 1 分，共 20 空）； 
14 分简答题（每题 7 分，共 2 题）； 
40 分计算题（每题 10 分，共 4 题）； 
26 分应用题（每题 13 分，共 2 题）。 
 
一、常用半导体器件 
1. 半导体二极管 
（1）掌握二极管具有单向导电的特性。用电位的方法来判断二极管是否导通，即，哪个二

极管的阳极电位最高，或哪个二极管的阴极电位最低，哪个二极管就优先导通。 
（2）注意：理想二极管导通之后相当短路，截止后相当开路。 
（3）掌握二极管的微变等效电路，注意二极管的动态电阻小，静态电阻大的概念（直流通

路恒压源，交流通路小电阻）。 
（4）熟悉二极管的应用（开关、钳位、隔离、保护、整流、限幅）作业：1.3 
 
1.1 半导体基础知识（多子、少子、漂移……）以理解为主，几乎不考——“不会超过 2 分”。 
半导体器件基本概念一定要把握，如二极管伏安特性曲线。 
 
2. 半导体稳压管 
（1）掌握稳压管工作在反向击穿区的特点。 
（2）掌握稳压管与一电阻串联时，在电路中起的稳压作用。 
（3）掌握稳压管的动态电阻小，静态电阻大的概念。 
（3）熟悉稳压管的应用（稳压、限幅）作业：1.5 , 1.6 
 
稳压管反向击穿时最大、最小电流，注意工作时需要保证电流在这一范围内（易挖坑）。 
 
3. 晶体三极管 
（1）熟悉晶体管的电流放大原理（重点掌握 Ic=βIb） 
（2）掌握 NPN 型三极管的输出特性曲线。 
（3）掌握三极管的放大、饱和与截止条件。 

（4）理解 CEOCBO II 和 的定义及其对晶体管集电极电流的影响。作业：1.9，1.12 ， 

 



2 

晶体管放大原理（在各类计算中注意使晶体管工作在放大区）。 
NPN 型三极管的输出特性曲线——一族曲线。 
三极管的放大、饱和与截止条件。 
 
4. 场效应管 
（1）能够从转移特性曲线和输出特性曲线识别场效应管类型。 
（2）掌握结型场效应管的转移特性和输出特性的意义。 
（3）掌握绝缘栅 N 沟道增强型 MOS 的转移特性和输出特性的意义。 
（4）掌握电流方程，1.4.4 式和 1.4.5 式              作业：1.14 
 
从转移特性曲线和输出特性曲线识别场效应管类型——“8 张图，看上去很复杂”，“考得也

不多”。 
 
 
二、基本放大电路 
1. 掌握典型的共发射极接法（例如静态工作点稳定电路）、共集电极接法的射极输出器的工

作原理。 
（1）熟悉各元件的作用、各元件参数的数量级。 
（2）三个基本放大电路的优缺点，特性及应用。 
2. 熟练掌握典型的共发射极接法（例如静态工作点稳定电路）、射极输出器的指标计算。 
（1）会画直流通路，用估算法求解静态工作点的公式； 
（2）会画交流通路、放大电路的微变等效电路，求解电压放大倍数、输入电阻、输出电阻

的公式。 
3. 对于静态工作点的几个重要的概念 
（1）理解电压放大电路为什么要设置静态工作点？ 
（2）静态工作点不合适对电路的哪个指标有影响？其影响结果是什么？ 
（3）静态工作点偏高、偏低会出现什么失真？哪个物理量先失真？对于单管放大，输出电

压波形是怎样失真的？ 
（4）理解为什么要稳定放大电路的静态工作点？采用什么方法进行稳定的？ 
（5）典型的工作点稳定电路、射极输出器存在什么类型的直流负反馈。 
4. 掌握基本共源和共漏场效应管放大电路（包括分压式偏置）工作原理及指标计算（主要

是 N 沟道增强型） 
（1）静态工作点的计算；例如教材：图 2.6.5 
（2）微变等效电路； 
（3）放大倍数、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的计算公式。 
 
“从去年开始基本上就不会涉及场效应管的计算了。”（下一届模电可能还会少 16 个课时。） 
 
5. 熟悉共基放大电路的特点，与共射电路相比，有什么不同？ 
6. 熟悉复合管的概念与应用。 
作业：2.1 , 2.5 ，2.9 ，2.11 ，2.12  
 
三、集成运算放大器 
出大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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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掌握多级放大电路的两种耦合方式 
（1）阻容耦合交流电压放大电路（两级）； 
（2）直接耦合电压放大电路存在的问题，解决方法是什么？  
2. 掌握阻容耦合交流电压放大电路的指标计算 
（1）各级静态工作点计算； 
（2）放大电路的微变等效电路； 
（3）电压放大倍数、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的计算。例题：3.1.1 
3. 熟练掌握长尾式差分放大电路的工作原理及动态指标分析 
（1）双入、双出差分放大电路的动态指标公式（静态工作点，交直流通路，共模及差模微

变等效电路）； 
（2）双入、单出差分放大电路的动态指标公式（静态工作点，交直流通路，共模及差模微

变等效电路）。作业：3.2 ，3.3 ，3.5 
（3）从双入、双出差分放大电路和双入、单出差分放大电路，总结单入、双出差分放大电

路和单入、单出差分放大电路的动态指标公式的求解。 
 
主要掌握双入、双出和双入、单出。 
 
4. 掌握镜像电流源、比例电流源的工作原理 
（1）镜像电流源的输出电流与基准电流的关系式； 
（2）比例电流源的输出电流与基准电流的关系式。 
 
简单，肯定会考，分值不多。 
 
5. 理解集成运算放大器的保护电路 
（1）输入端的保护电路； 
（2）输出端的保护电路； 
（3）电源端的保护电路。教材：170 页，3.7.2 节 
 
四、放大电路的频率响应 

1. 重点掌握下限截止频率 Lf 、上限截止频率 Hf 及通频带的定义与公式 

2. 掌握幅频特性曲线的画法 
（1）一般的幅频特性的画法； 
（2）波特图的画法（幅值和相位，波特图与放大倍数表达式转换）。      作业：4.2 ， 4.3 ，
4.5 
 
波特图的画法必考。因为频率响应的概念在控制当中很重要。 
波特图，“以及频率截止的那样一个曲线”，分数不多，但都会涉及。 
 
3. 掌握单管共射放大电路的频率响应 
（1）重点掌握简化的混合π模型，掌握从低频到高频的微变等效电路； 

（2）中频的微变等效电路，电压放大倍数 usmA 计算公式； 

（3）低频的微变等效电路， usLA 与 usmA 的关系式，下限截止频率，时间常数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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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频的微变等效电路， ushA 与 usmA 的关系式，上限截止频率，时间常数公式。 

教材：例题 4.4.1 ，4.5.2  作业：4.8 。 
 
不会考计算（例如具体计算电阻、电容等），但可能要画图。 
 
 
五、放大电路的负反馈 
1. 熟练掌握四种负反馈的判断 
（1）用瞬时极性法判断负反馈； 
（2）对于共射电路来说，用电路结构形式判断反馈类型，即“集出为压，射出为流，基入

为并，射入为串”。 
教材：图 5.1.4 ，图 5.2.2 ，图 5.2.4 , 例题：5.2.1 ，5.2.2 作业：5.6 ，5.7 
 
四种组态的判断、瞬时极性法，必考，7 分。 
 
2. 熟练掌握有负反馈时的放大倍数、电压放大倍数的计算 
（1）熟练掌握 4 种类型负反馈电路的反馈系数公式； 

（2）深度负反馈的条件：忽略净输入量 ，即 fi UU  ≈ ， fi II  ≈ ； 

（3）熟练掌握放大倍数 Af, 电压放大倍数 usfuf AA  和 的估算。例题：5.4.1，5.4.2 ， 5.4.3，

作业：5.8 ，5.9 
 
有负反馈时的放大倍数计算。 
“我们电气只是用反馈，你们是在研究反馈。” 
 
3. 负反馈对放大电路性能的改善 

（1）对放大倍数的影响，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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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信号的运算和处理 
1. 熟练掌握集成运放的线性分析依据（输入端的虚短、虚断和虚地）； 
 
集成运放，引入负反馈，工作在线性区，有虚短虚断。概念清楚后，剩下就是电路计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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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熟练掌握比例运算电路（反相比例运算、同相比例运算、电压跟随器）。 
（1）标准电路模型； 
（2）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的关系式； 
（3）电压放大倍数； 
（4）静态平衡电阻； 
（5）负反馈类型； 
（6）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 教材：例题 6.1.2   作业：6.4，6.5。 
3. 熟练掌握加法、减法运算电路 
（1）标准电路模型； 
（2）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的关系式； 
（3）电压放大倍数； 
（4）静态平衡电阻。  作业：6.6，6.9，6.10 
4. 熟练掌握积分、微分运算电路 
（1）标准电路模型； 
（2）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的关系式；电压放大倍数 
（3）波形分析 
（4）静态平衡电阻。  教材：例题 6.1.4，作业：6.11，6.16 
注意 1：对于多输入信号的加、减法运算电路，可用叠加原理来分析。 

注意 2：对于同相输入端加入多个输入信号的电路，求 Pu 时可用两个结点电压公式来分析。 

注意 3：积分运算和微分运算电路要会画输出电压波形。 
 
比例、加、减、积分、微分，“其他的没有提，就不用看了”。 
有可能会画输出电压波形。 
 
“题出得多，题出得细，采分点就多，我就能批卷”（） 
 
5. 有源滤波器 
（1）熟练掌握低通、高通、带通、带阻滤波器的定义与物理意义； 
（2）熟练掌握有源低通一阶滤波器的电压放大倍数与频率的关系式, 通带放大倍数，截止

频率； 
（3）通带截止频率与特征频率的概念与定义。 
（4）通带截止频率公式； 
（5）会画幅频特性（波特图）； 
（6）理解二阶有源低通滤波器（简单二阶、压控电压源、无限增益）的电路结构、工作原

理及特点，掌握其通带放大倍数、特征频率的计算。 
 
要掌握一阶的。二阶的不用，了解即可，不考。 
 
6. 基本运算电路的设计 
（1）画出电路图 
（2）选择元件参数。教材：例题 6.1.3 作业：6.3， 
 
七、波形的发生和信号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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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正弦波振荡电路 
（1）熟练掌握自激振荡条件、起振条件； 
（2）熟练掌握 RC 正弦波振荡电路是否振荡的判断及振荡频率； 
（3）熟练掌握 LC 正弦波振荡电路是否振荡的判断及振荡频率。 
教材：图 7.1.6 ，图 7.1.13 ，图 7.1.16 ，图 7.1.19 。作业：7.4,  7.7，7.10 
 
好出题的章节。 
自激振荡，考填空，不会考大题，考不了（） 
主要考下面两条。 
 
2. 电压比较器 

（1）熟练掌握集成运放的非线性分析依据： OMoPN , Uuuu −=> OMoNP , Uuuu +=>  

（2）熟练掌握单限比较器、滞回比较器电路结构、阈值电压的求解、电压传输特性和输出

波形的画法。 
教材：例题 7.2.1,  7.2.2，7.2.3  作业：7.13,  7.14。 
（3）掌握窗口比较器的工作原理和电压传输特性。 
3. 非正弦波发生电路 
（1）熟练掌握矩形波发生电路的工作原理、输出波形、占空比的调节、幅值和频率的调节。 
教材：例题 7.3.1,   作业：7.17。 
（2）熟练掌握三角波发生电路的工作原理、输出波形、幅值和频率的调节。 
（3）熟悉矩齿波发生电路的工作原理、输出波形、幅值和频率的调节。 
 
八、功率放大电路 
1. 掌握功率放大电路的任务和技术指标的物理意义 
2. OTL 电路 
（1） 掌握 OTL 的工作原理与优缺点，掌握其最大输出功率的计算。 
3. OCL 电路 
（1）熟练掌握 OCL 的工作原理与优缺点； 
（2）熟练掌握最大输出功率和效率的计算。  
（3）熟悉晶体管的选择 教材：例题 8.2.1,  8.2.2 作业：8.4，8.9 ，8.11 
 
OTL、OCL 的工作原理与优缺点。 
主要是 OTL 和 OCL 的计算。注意校验，如计算所得的输出功率不能大于“可能获得的最大

输出功率”。 
效率的计算，“今年不用管”。 
“（2）和（3）做简化了。” 
 
 
九、直流电源 
 
考得多，“可能出 20 分以上”。 
 
1. 整流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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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熟练掌握单相半波整流电路的工作原理、输出波形、输出电压、电流的平均值、选择

整流管； 
（2）熟练掌握单相桥式整流电路的工作原理、输出波形、输出电压、电流的平均值、选择

整流管。 
教材：例题 9.2.1  ，9.2.2 。 作业：9.6 ,  9.7 ,  9.8. 
2. 滤波电路 
（1）掌握电容滤波原理； 
（2）掌握电容滤波后电路的特点（输出电压平均值、二极管导通角、输出特性）； 
（3）掌握滤波电容的选择方法及公式。    教材：例题 9.3. 1 。  
 
主要是电容滤波。电感滤波、倍压滤波，“没提”。 
 
3. 稳压电路 
（1）熟练掌握稳压管稳压电路的稳压原理； 
（2）掌握稳压管稳压电路中限流电阻的选择；  
（3）理解稳压系数和输出电阻的物理意义及公式。 教材：例题 9.4. 1 ，9.4. 2 
（4）掌握串联型稳压电路的工作原理和输出电压可调范围。 
（5）熟练掌握三端集成稳压器的应用（W7800、W7900、W117） 
a 输出正电压； 
b.输出负电压； 
c.输出正、负电压； 
d.输出电压可调。 
4. 稳压管稳压电路的设计     第 9 章课件：设计过程的步骤。 
 
 教材：例题 9.4. 1 ，9.4. 2  作业：9.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