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 考 答 案

第 1章　半导体器件
1．1　半导体的基本特性练习题
一、 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二、 填空题
１．导体　　绝缘体
２．锗　　硅
３．热敏性　　光敏性　　掺杂性
４．热敏　　光敏
５．等于　　小于　　大于
６．电子电流　　空穴电流
三、 选择题
１．Ｃ，Ｄ　　２．Ｂ　　３．Ｂ　　４．Ａ　　５．Ｃ
四、 简答题
１．半导体具有掺杂性、热敏性和光敏性。
掺杂性是指在纯净的半导体物质中适当地掺入微量杂质，则其导电能力将会成百万倍地增

加。 利用这一特性可制造出各种不同用途的半导体器件，如晶体二极管、晶体三极管等。
热敏性是指半导体的电阻率会随温度升高而降低。 利用半导体的热敏性可制成自动控制用

的热敏元件（热敏电阻）。
光敏性是指半导体受到光照时，其导电能力随之增强。 利用半导体的光敏性可制成自动控

制用的光电器件，如光电池、光电管和光敏电阻等。
２．半导体可分为纯净半导体、Ｐ 型半导体和 Ｎ 型半导体。
纯净半导体又称为本征半导体，是指不含杂质的硅或锗晶体。
Ｐ 型半导体是在四价的本征半导体中掺入了三价元素，譬如极小量（一千万之一）的铟，合成

的晶体。 由于三价元素进入四价元素中，因此，晶体结构中就产生了 １ 个空穴。 由于少 １ 个价电
子，因此空穴带正电。 Ｐ型的“Ｐ”正是取“Ｐｏｓｉｔｉｖｅ（正）”一词的第一个字母。

Ｎ 型半导体是把五价的元素，譬如砷，掺入四价的本征半导体中，因此，产生多余 １ 个价电
子，价电子显负电性。 Ｎ 是从“Ｎｅｇａｔｉｖｅ（负）”中取的第一个字母。

３．这一说法不正确。
Ｎ 型半导体的价电子挣脱原子核的束缚就成为自由电子，而少了价电子的原子对应形成正

离子。 对于整个 Ｎ 型半导体来说，每产生一个自由电子，就对应形成一个正离子，自由电子与正
离子数量相等，故成电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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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晶体二极管练习题
一、 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二、 填空题
１．高　　低　　导通　　截止
２．塑料　　负　　正
３．击穿
４．单向导电性　　最大整流电流　　最高反向工作电压　　反向饱和电流　　最高工作频率
５．０．５　　０．７
６．０．２　　０．３
７．锗　　硅
三、 选择题
１．Ｃ　　２．Ａ　　３．Ｂ　　４．Ｃ　　５．Ｄ　　６．Ｂ
四、 分析题
１．IＤ ＝０ ｍＡ，VＤ ＝１０ Ｖ。
２．VＡ ＝５ Ｖ，二极管导通，VＢ ＝４．３ Ｖ；VＡ ＝－５ Ｖ，二极管截止，VＢ ＝０ Ｖ。
五、 简答题
测其正向电阻越小越好，反向电阻越大越好。
1．3　特殊二极管练习题
一、 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二、 填空题
１．相同　　陡直
２．Iｚｍ ａｘ ～Iｚｍ ｉｎ
３．０．７ Ｖ　　７．５ Ｖ
４．几至几十毫安　　１．５ ～２．５ Ｖ
５．大　　小
６．减小　　增大
７．光电流
８．光电二极管
三、 选择题
１．Ｃ　　２．Ｄ　　３．Ａ　　４．Ｄ　　５．Ｂ　　６．Ｂ
四、 简答题
１．稳定电压为 ７ Ｖ，稳压二极管利用反向击穿时，通过管子的电流在很大范围内变化，而管

子两端电压变化很小的特性来起稳压的作用。
２．图 １ ３ ２（ａ）中，VＺ ＝１０．６ Ｖ ；图 １ ３ ２（ｂ）中，VＺ ＝６ Ｖ。

倡３．ＬＥＤ 光源的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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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低压电压：ＬＥＤ 使用低压电源，供电电压在 ６ ～２４ Ｖ 之间，根据产品不同而异，所以它是
一个比使用高压电源更安全的电源，特别适用于公共场所。

（２） 耗能低：消耗能量比相同光效的白炽灯减少 ８０％。
（３） 适用性强：每个单元 ＬＥＤ 小片是 ３ ～５ ｍｍ 的正方形，面积很小，所以可以制备成各种形

状的器件，并且适合于易变的环境。
（４） 稳定性强：１０ 万小时，光衰为初始值的 ５０％。
（５） 颜色多变：改变电流可以变色，发光二极管方便地通过化学修饰方法，调整材料的能带

结构和带隙，实现红黄绿兰橙多色发光。 如小电流时为红色的 ＬＥＤ，随着电流的增加，可以依次
变为橙色，黄色，最后为绿色。

1．4　晶体三极管练习题
一、 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二、 填空题
１．发射极　　基极　　集电极
２．发射结加正向偏压　　集电结加反向偏压
３．iＣ
４．共发射极交流电流放大系数
５．集电　　基　　发射
三、 选择题
１．Ａ　　２．Ａ　　３．Ｂ　　４．Ｄ　　５．Ｃ　　６．Ｂ
四、 简答题
１．３—三极管，Ｄ—ＮＰＮ 型硅材料，Ｇ—高频小功率管，１００—序号，Ａ—规格号。
２．采用金属封装，由于金属外壳能安装于散热器上，便于散热，所以适用于大功率场合使用。
五、 计算题
１．（１） IＣ ＝４．８ ｍＡ。

（２） β－ ＝２４。
２．IＣ ＝１．１８ ｍＡ，IＥ ＝１．２ ｍＡ。
1．5　场效晶体管练习题
一、 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二、 填空题
１．输入阻抗高　　噪声低　　热稳定性好　　耗电省
２．栅源电压 VＧ Ｓ

３．漏源　　漏极　　栅源
４．栅源　　漏极　　漏源
５．栅源　　漏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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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刚开始截止
三、 选择题
１．Ａ　　２．Ｂ　　３．Ａ　　４．Ｂ　　５．Ｃ　　６．Ｃ　　７．Ｃ　　８．Ｂ
四、 分析题
１．（１） 因为 VＧ Ｓ由负到正时，IＤ 由大到小，所以它是绝缘栅 Ｐ 沟道耗尽型场效晶体管。
（２） 夹断电压 VＧ Ｓ（ ｏ ｆｆ）是 IＤ ≈０ 时的 VＧ Ｓ值，由图中可知 VＧ Ｓ（ ｏ ｆｆ） ≈３ Ｖ。
（３） IＤＳＳ是 VＧＳ ＝０ 时的 IＤ 值，由图中可知 IＤ ＳＳ≈ －８ ｍＡ。
２．（１） 由转移特性曲线可知，vＧ Ｓ的电压为负极性，也就是结型场效晶体管的栅极 ｇ 接电源

的负极，源极 ｓ 接电源的正极，且正常工作时应加反偏电压，因此，可判断与源极连接的是 Ｎ 型半
导体，即 Ｎ 沟道结型场效晶体管。

（２） 由转移特性曲线可求得：vＧＳ ＝０ 时，iＤ 值是 ３ ｍＡ，即 IＤＳＳ ＝３ ｍＡ；iＤ ＝０ 时的 vＧＳ值为 －４ Ｖ，
即 VＧ Ｓ（ ｏ ｆｆ） ＝－４ Ｖ。

第 1章　半导体器件单元测试卷
一、 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二、 填空题
１．Ｐ　　Ｎ
２．小　　大
３．正向　　反向　　单向导电
４．定值　　０．７　　０．３
５．负　　反向
６．０．７ Ｖ　　５ Ｖ
７．反向　　正向
８．降低　　增大
９．基极　　集电极
１０．电流放大倍数下降到正常值的 ２／３ 以下
１１．电压　　栅　　漏
１２．绝缘栅　　结型　　Ｎ　　Ｐ
１３．二极　　三极　　
三、 选择题
１．Ｄ　　２．Ｄ　　３．Ｂ　　４．Ｃ　　５．Ｂ　　６．Ｃ　　７．Ｂ　　８．Ｃ　　９．Ｂ　　１０．Ｃ
１１．Ａ １２．Ｄ １３．Ａ １４．Ｂ １５．Ｃ
四、 简答题
１．ＮＰＮ 型硅管，第一只脚为 ｂ 极，第二只脚为 ｅ 极，第三只脚为 ｃ极。
２．（１） VＧ Ｓ（ ｏ ｆｆ） ＝－３ Ｖ。
（２） IＤＳＳ≈５ 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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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VＧ Ｓ曲线簇的范围是 VＧ Ｓ≤０，因此，可判定为 Ｎ 沟道结型场效应管。
３．（１） 反向击穿后，稳压二极管的特性曲线比一般二极管陡直，反向电流急剧变化。
（２） 在反向击穿情况下，普通二极管会损坏，由于稳压二极管是特殊工艺制造的硅二极管，

只要反向电流不超过极限电流，管子工作在击穿区并不会损坏，属可逆击穿。
五、 计算题
１．VR ＝６．３ Ｖ，I ＝６．３ ｍＡ。
２．图 １ ６（ａ）中，V１ 截止，VＡ Ｂ ＝１２ Ｖ；图 １ ６（ｂ）中，V２ 导通，VＡＢ ＝１４．７ Ｖ。
３．β＝８０。
４．图 １ ７（ａ）中，vＯ ＝７ Ｖ；图 １ ７（ｂ）中，vＯ ＝０．７ Ｖ。

第 2章　放大电路基础
2．1　三极管基本放大电路练习题
一、 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畅√
二、 填空题
１．将输入的微弱电信号放大成幅度足够大的输出信号
２．放大输出波形失真
３．交流信号未输入时，电路中的电压、电流都不变化
４．IＢ Ｑ　　IＣ Ｑ　　VＣ Ｅ Ｑ
５．截止失真
６．饱和失真
７．发射极
８．基极
三、 选择题
１．Ｄ　　２．Ｂ　　３．Ａ　　４．Ａ　　５．Ａ　　６．Ｃ
四、 作图题

图 Ａ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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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简答题
输出电压波形属于截止失真。
产生截止失真的原因是：IＢＱ偏小时，静态工作点偏低。 三极管工作在截止区附近，在输入电

压 v ｉ 的负半周时，三极管的发射结将在一段时间内处于反向偏置，造成 iＣ 负半周、vｏ 的正半周相

应的波顶被削去。
放大电路出现截止失真时，可适当减小偏置电阻 Rｂ，将偏置电流 IＢＱ增大，则可消除截止失真。
2．2　放大电路的分析方法练习题
一、 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二、 填空题
１．放大倍数　　输入电阻　　输出电阻
２．电压增益　　GV ＝２０ ｌｇ AV
３．大
４．静态工作点　　放大倍数　　输入电阻　　输出电阻
５．直流电流通过
三、 选择题
１．Ｂ　　２．Ｂ　　３．Ｃ　　４．Ｄ　　５．Ｃ　　６．Ａ
四、 综合题
（１） 直流通路　　　　　　　　　　　　　　（３） 交流通路

图 Ａ２ ２
　　　　

图 Ａ２ ３

（２） IＢＱ ＝３７畅７ μＡ，IＣ Ｑ ＝３畅８ ｍＡ，VＣ ＥＱ ＝－４畅４ Ｖ。
（４） AV ＝－１３５，R ｉ ＝０．８５ ｋΩ，Rｏ ＝２ ｋΩ。
（５） R ｂ ＝２００ ｋΩ。
（６） 此为 ＰＮＰ型的三极管，图 ２ １ １（ｂ）所出现的失真为截止失真，调整 R ｂ 使之减少，通

过增大 IＢ ，可消除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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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工作点稳定放大电路练习题
一、 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二、 填空题
１．增大　　增大　　减低
２．大些　　小些
３．Rｂ２　　Rｅ　　Cｅ
４．稳定静态电流
５．I２≥１０IＢ Ｑ　　VＢ Ｑ≥３VＢＥ Ｑ
６．VＣＥ Ｑ　　IＢＱ （或 IＣ Ｑ ）

图 Ａ２ ４

三、 选择题
１．Ａ　　２．Ｃ　　３．Ｂ　　４．Ｂ　　５．Ａ
四、 分析题
该电路是分压式偏置放大电路，其电路原理图如图

Ａ２ ４ 所示。 稳定静态工作点的过程如下：
温度 t↓→集电极电流 IＣ Ｑ ↓→发射极电流 IＥ Ｑ ↓→

发射极电位 VＥ Ｑ ↓→发射结偏压 VＢ ＥＱ ↑→基极电流 IＢＱ
↑→集电极电流 IＣＱ↑。

五、 计算题
（１） IＥＱ ＝３．３ ｍＡ，IＢＱ ＝６６ μＡ，VＣＥ Ｑ ＝２．１ Ｖ。
（２） AV ＝－１４２．５，R ｉ ＝０．７ ｋΩ，R ｏ ＝２ ｋΩ。
（３） AV ＝－７１。
2．4　场效晶体管放大电路练习题
一、 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二、 填空题
１．电压　　输入电压 VＧ Ｓ　　偏置分压　　栅极　　稳定静态工作点
２．源极旁路电容　　消除 R ｓ 对交流信号的衰减作用　　隔直流　　耦合交流信号
３．放大倍数
４．小　　大
５．分压式　　自偏压式
三、 选择题
１．Ｄ　　２．Ａ　　３．Ｃ　　４．Ａ　　５．Ｃ
四、 作图题
１．分压偏置放大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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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Ａ２ ５
　　２．自偏压放大电路

图 Ａ２ ６

2．5　多级放大电路练习题
一、 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二、 填空题
１．耦合
２．阻容耦合　　变压器耦合　　直接耦合
３．信号源　　负载　　输入信号（信号源）
４．幅频特性曲线
651



················ 参 考 答 案 ·························································································································

５．通频带
６．上限频率　　下限频率
７．fＨ －fＬ
三、 选择题
１．Ｂ　　２．Ｄ　　３．Ｃ　　４．Ａ　　５．Ｃ
四、 分析题
１畅（１） 放大电路级间采用变压器耦合方式。
（２） Ｖ２ 管组成的放大电路采用固定偏置，Ｖ３ 管组成的放大电路采用分压式偏置。
（３） 放大电路的结构框图如图 Ａ２ ７ 所示。

图 Ａ２ ７
２．fＬ ＝５０ Ｈｚ，fＨ ＝１ ５００ Ｈｚ，BW ＝１ ４５０ Ｈｚ。

图 Ａ２ ８

第 2章　放大电路基础单元测试卷
一、 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二、 填空题（30 分，每个填空 1 分）
１．静态工作点
２．直流　　交流　　直流成分　　交流成分
３．偏置电阻
４．４０
５．大容量电容　　短路　　短路　　电容　　开路
６．放大倍数　　电压放大倍数　　电流放大倍数　　功率放大倍数
７．大　　信号电流
８．饱和　　截止
９．分压式偏置电路　　集电极 基极偏置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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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降低
１１．提高放大倍数
１２．大些
１３．交流　　直流
１４．输入　　输入
１５．集电极电阻 Rｃ
三、 选择题
１．Ｄ　　２．Ａ　　３．Ｃ　　４．Ｃ　　５．Ｂ　　６．Ｄ　　７．Ａ　　８．Ｂ　　９．Ｄ　　１０．Ｂ
四、 计算题
１．（１） IＢ Ｑ≈４０ μＡ，IＣ Ｑ≈２ ｍＡ，VＣＥ Ｑ≈６ Ｖ。
（２） AV≈ －７８，R ｉ≈０．９６ ｋΩ，Rｏ ＝３ ｋΩ。
（３） R ｂ ＝４５０ ｋΩ。
２．（１） IＣ Ｑ≈３．５ ｍＡ，IＢ Ｑ≈１２０ μＡ，VＣ ＥＱ≈３．２５ Ｖ。
（２） AV≈ －２８，R ｉ≈０．５ ｋΩ，Rｏ ＝１ ｋΩ。
五、 作图题
１．原理电路图 实物接线图

图 Ａ２ ９
　　　

图 Ａ２ １０
２．直流通路 交流通路

图 Ａ２ １１
　　　　　　　　

图 Ａ２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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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温度 t↓→集电极电流 IＣ Ｑ↓→三极管压降 VＣ Ｅ Ｑ↑→基极电流 IＢ Ｑ↑→集电极电流 IＣ Ｑ↑
六、 分析题
图 ２ ６（ａ）Rｃ 两端的输出信号被 C２ 交流短路，无放大电压输出。
图 ２ ６（ｂ）发射结无正偏压，三极管处于截止状态。
图 ２ ６（ｃ）电源极性接反，三极管无法正常工作。

第 3章　常用放大器
3．1　集成运算放大器练习题
一、 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二、 填空题
１．输入级　　中间级　　输出级　　偏置电路　　为各级电路提供静态工作点
２．AＶＤ ／AＶ Ｃ
３．AＶＤ ＝∞　　r ｉｄ ＝∞　　rｏ ＝０　　BW ＝∞
４．反相输入端电位　　零
５．反相放大器　　同相放大器　　差分放大器
６．加法运算电路　　减法运算电路
７．加强对电源的滤波　　调整电路板的布线结构　　避免电路接线过长
８．输入信号为零时，要使输出为零，在输入端所加的补偿电压
三、 选择题
１．Ｃ　　２．Ｂ　　３．Ａ　　４．Ａ　　５．Ｄ
四、 作图题
１．

图 Ａ３ １

２．该电路是加法运算电路，vＯ ＝－R ｆ
vＩ１
R１

＋vＩ２
R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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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Ａ３ ２
３．

图 Ａ３ ３
４．反相器如图 Ａ３ ４（ａ）所示，电压跟随器如图 Ａ３ ４（ｂ）所示。

图 Ａ３ ４

3．2　负反馈放大器练习题
一、 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二、 填空题
１．基本放大电路　　反馈电路　　输入　　输出
２．负反馈　　正反馈
３．瞬时极性法
４．静态工作点　　放大倍数
５．串联负反馈　　电流负反馈　　电压负反馈
三、 选择题
１．Ｃ　　２．Ｂ　　３．Ａ　　４．Ａ　　５．Ｃ
四、 分析题
１．图 ３ ２ １（ａ）中，Rｅ１为第一级的电流串联负反馈；Rｅ２、Cｅ２为第二级的直流电流串联负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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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Rｅ３为第三级的电流串联负反馈；R ｆ 为第三级对第一级的电流串联负反馈。 电路特点：输出电
流稳定，输入电阻增大，输出电阻增大。

图 ３ ２ １（ｂ）中，R ｅ１为第一级的电流串联负反馈；Rｅ２ 、Cｅ２为第二级的直流电流串联负反

馈；R ｆ 为第二级对第一级的电压串联负反馈。 电路特点：输出电压稳定，输入电阻增大，输出电
阻降低。

２．３ ２ ２ 图（ａ）中，R２ 为电压串联负反馈，图 ３ ２ ２（ｂ）中，R３ 、R４ 为电压并联负反馈。
五、 计算题
AV ＝６０，AVＦ ＝２０，F ＝０．０３３。
3．3　低频功率放大器练习题
一、 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二、 填空题
１．甲类　　乙类　　甲乙类
２．截止区边缘
３．PＣ Ｍ　　V（ ＢＲ） ＣＥ Ｏ　　IＣＭ 　　散热
４．特性　　相等　　相反　　轮流
５．交越
６．自激
三、 选择题
１．Ｂ　　２．Ｄ　　３．Ａ　　４．Ａ　　５．Ｂ
四、 分析题
（１） ＯＴＬ 电路的工作方式为甲乙类方式。
（２） RＰ２、Ｖ１ 与 Ｖ２ 为 Ｖ３ 、Ｖ４ 提供一静态偏置电压，使之处于微导通状态，可消除交越失真。

Ｖ１ 与 Ｖ２ 还具有温度补偿作用。
（３） VＥ１ ＝７．５ Ｖ。
（４） 调整电位器 RＰ１ ，可使 Ｖ３ 管射极电位 VＥ１为 ７．５ Ｖ；调整电位器 RＰ２，可使 Ｖ３ 、Ｖ４ 有合适

的射极工作电流。
（５） P ｏｍ ≈３．５ Ｗ。

图 Ａ３ ５

五、 作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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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谐振放大器练习题
一、 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二、 填空题
１．分散选频　　集中选频
２．放大电路　　谐振回路　　选频放大　　高频放大　　中频放大
３．单谐振　　双谐振　　通频带　　选择性
４．集成放大电路　　集中滤波器　　陶瓷　　声表面波
５．互感耦合　　电容耦合
三、 选择题
１．Ｄ　　２．Ｂ　　３．Ｃ　　４．Ａ　　５．Ｃ
四、 简答题
１．解决小信号谐振放大器通频带与选择性之间矛盾的途径主要有：（１） 采用双调谐谐振回

路。 （２） 采用既有较好选择性又有较宽通频带的谐振元器件，如声表面波滤波器。
２．该谐振放大器使用的是三端陶瓷滤波器。
工作原理：输入信号经 ０．０１ μＦ电容 C１ 耦合到 Ｖ１ 管的基极进行放大，放大后的信号从 Ｖ１ 管

ｃ、ｅ极输出，经三端陶瓷滤波器进行选频滤波，然后送到 Ｖ２ 管进行放大，输出信号通过 ０．０１ μＦ 的
输出耦合电容 C２ 输出。

３．３ ４ ３图（ａ）为互感耦合双调谐放大器，两个调谐回路之间是靠线圈之间的电磁感应来实现
信号的传递，耦合程度主要通过调整线圈的位置或调整电感的磁心位置进行调整；图 ３ ４ ３（ｂ）为电
容耦合双调谐放大器。 两个调谐回路之间的信号传递是靠电容的耦合来实现，耦合程度主要通
过调整耦合电容的容量来调整。

第 3章　常用放大器单元测试卷
一、 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畅√
二、 填空题
１．集成运算放大器　　负反馈放大器　　功率放大器　　谐振放大器
２．差模输入信号　　共模输入信号
３．差模放大倍数
４．共模　　差模
５．放大　　抑制
６．降低　　提高　　减小　　展宽　　输入电阻　　输出电阻
７．串联　　并联
８．１　　高　　小　　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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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双电源改为单电源　　直接耦合改为电容耦合
１０．双峰状
１１．体积小　　重量轻　　耐振动　　选频特性好
三、 选择题
１．Ｂ　　２．Ｄ　　３．Ｄ　　４．Ａ　　５．Ｄ　　６．Ｂ　　７．Ａ　　８．Ｃ　　９．Ｄ　　１０．Ｃ
四、 计算题
１．VＯ ＝－３ Ｖ。
２．vＯ ＝５．１ Ｖ。
五、 分析题
１．图 ３ ５（ａ）所示为电压并联负反馈，图 ３ ５（ｂ）所示为电流并联负反馈，图 ３ ５（ｃ）所示

为电压串联负反馈，图 ３ ５（ｄ）所示为电压串联负反馈，图 ３ ５（ｅ）中，Rｅ１对第一级起电流串联

负反馈，Rｅ２对第二级起直流电流串联负反馈，R ｅ３对第三级起电压串联负反馈，R ｆ 是三级的电压

串联负反馈。
２．C４ 起隔直流、耦合输出信号的作用，另一个功能是充电后，能为 Ｖ５ 管提供工作电源；C２

和 R２ 为自举元件，用于克服输出信号的半顶失真；RＰ１是电压并联负反馈的电阻，稳定静态工作
点和提高输出信号的稳定性，调 RＰ１可使输出端为 VＣＣ ／２；RＰ２可调整输出管的静态电流的大小；Ｖ１
和 Ｖ２ 为输出管提供偏置电压，并有温度补偿作用。

３．（１） 谐振频率调在需要放大的输入信号频率 f０ 上。
（２） 可以减小三极管内部的结电容对 LC 调谐回路的影响，提高工作频率的稳定度，并使三

极管的输出阻抗与 LC 回路匹配。
（３） 电容 C 是 LC 调谐回路的谐振电容，电容 C１ 是电阻 R２ 的交流信号旁路电容。
（４） 电阻 R４ 用来降低放大器输出 LC 调谐回路的品质因数 Q，它的作用是加宽放大器的通

频带。
六、 作图题
１．R１ ＝１００ ｋΩ，R２ ＝３３．３ ｋΩ，R３ ＝２５ ｋΩ，R４ ＝１２．５ ｋΩ。

图 Ａ３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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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图 Ａ３ ７

第 4章　直流稳压电源
4．1　整流电路练习题
一、 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二、 填空题
１．交流　　直流
２．单向导电
３．零　　无穷大
４．将交流电网电压变换成整流电路要求的交流电压
５．８．５ Ｖ
６．较高　　较大　　较高　　小

图 Ａ４ １

三、 选择题
１．Ｄ　　２．Ｂ　　３．Ａ　　４．Ｃ　　５．Ｂ　　６．Ｃ
四、 作图题
１．略　　２．略　　３．见图 Ａ４ １
五、 计算题
１．VＬ ＝１０．８ Ｖ，VＲＭ ≥１７ Ｖ，IＦＭ ＝１０８ ｍＡ。
２．（１） V２≈２２．２ Ｖ。
（２） VＲ Ｍ ≥３１畅４ Ｖ，IＦＭ ＝１ Ａ。
4．2　滤波电路练习题
一、 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二、 填空题
１．交流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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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电感　　电容
３．并　　串
４．大　　大
５．输出电压脉动大
三、 选择题
１．Ｄ　　２．Ｂ　　３．Ａ　　４．Ｂ　　５．Ｄ
四、 作图题
略

五、 计算题
１．（１） V２ ＝１０ Ｖ。
（２） VＲ Ｍ ≥１４．１４ Ｖ，IＦＭ ≥１２０ ｍＡ。
２．（１） VＬ ＝２４ Ｖ。
（２） 滤波电容选择 １５０ ～２５０ μＦ，耐压应大于 ２８ Ｖ。
4．3　稳压电路练习题
一、 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二、 填空题
１．输入电压　　负载
２．硅稳压二极管　　三极管　　集成稳压器
３．电流　　压降　　电压
４．电流调节作用
５．固定　　可调
６．输入　　输出　　公共
７．大　　低
８．开关状态
三、 选择题
１．Ｃ　　２．Ｃ　　３．Ａ　　４．Ａ　　５．Ｂ　　６．Ａ
四、 计算题
（１） VＺ ＝５ Ｖ；（２） VＬｍ ｉｎ ＝８ Ｖ，VＬｍ ａｘ ＝１３．３ Ｖ。
五、 简答题
Ｗ７８０５ 使用时，输入电压 v ｉ 的最大值不超过 ３０ Ｖ，输入端 １ 与输出端 ３ 之间的压降不小于 ３

Ｖ。 电解电容 C１、C２ 具有滤波作用，起平滑电压作用，C３、C４ 具有抑制高频干扰信号的作用。

第 4章　直流稳压电源单元测试卷
一、 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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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二、 填空题
１．稳定直流电　　整流电路　　滤波电路　　稳压电路
２．二极管　　半波整流　　桥式整流
３． ２
４．１．５
５．２
６．电容　　电感　　复式
７．漏电　　爆裂
８．９　　１２
９．输出直流电压
１０．较小
１１．三极管　　串联
１２．正　　１２
１３．输入　　输出　　调整
１４．饱和　　截止　　小　　高
三、 选择题
１．Ｂ　　２．Ｃ　　３．Ｂ　　４．Ｂ　　５．Ａ　　６．Ｄ　　７．Ｂ　　８．Ａ　　９．Ｄ　　１０．Ｃ
四、 简答题
１．（１） 二极管 Ｖ１ 断路，此时全波整流变成半波整流，v２ 正半周波形无法送到 RＬ 上。
（２） 二极管 Ｖ１ 短路，此时二极管 Ｖ２ 或变压器二次侧线圈可能烧毁。
（３） 二极管 Ｖ１ 接反，这样在 v２ 负半周时，变压器二次侧输出直接加到两个导通的二极管

Ｖ１、Ｖ２ 上，造成二次侧线圈或二极管 Ｖ１ 、Ｖ２ 过流以至烧毁。
（４） 二极管 Ｖ１ 、Ｖ２ 极性均接反，此时正常的整流通路均被切断，电路无输出电压，VＬ ＝０。
（５） 将四个二极管 Ｖ１ ～Ｖ４ 极性均接反。 电路图略。
２．（１） 取样环节：R３ 、R４ 、RＰ；比较放大电路：Ｖ２ ，R１ ；基准电压：R２ 、ＶＺ；调整环节：Ｖ１ 、R１ 。
（２） 稳压过程：V Ｉ↑→ VＬ↑→ VＢ２↑→VＢ Ｅ２↑→IＢ２↑→IＣ２↑→VＣ２↓

VＬ↑←VＣ Ｅ１↑←IＣ１↓←IＢ１↓←VＢ Ｅ１↓
五、 计算题
１．二极管：VＲ Ｍ ＞３５．４ Ｖ，IＦＭ ＞０．２５ Ａ；滤波电容：C ＝２５０ ～４１６ μＦ，VC ＞３５．４ Ｖ。
２．VＬｍ ａｘ ＝２３．１ Ｖ，VＬｍ ｉｎ ＝１１．６ Ｖ。
六、 作图题
１．略。
２．

图 Ａ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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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章　正弦波振荡器
5．1　正弦波振荡器的基本知识练习题
一、 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二、 填空题
１．能量转换　　直流电能
２．放大电路　　选频电路　　反馈网络
３．稳定　　小
４．φ＝２nπ　　AVF ＞１　　AVF ＝１
５．RC　　LC　　石英晶体
６．扰动电压　　放大器放大　　选频网络选频
７．三极管非线性区域　　放大倍数
三、 选择题
１．Ｄ　　２．Ｄ　　３．Ａ　　４．Ｃ　　５．Ｂ
四、 作图题

图 Ａ５ １
五、 简答题
１．正弦波振荡器由放大电路、选频网络、正反馈网络三部分所组成。
放大电路———振荡器的核心，将直流电源提供的能量转换成交流信号能量，补充振荡过程中的

能量损耗，以获得连续的等幅正弦波。 放大电路一般还具有稳幅功能，靠振荡管自身的非线性来稳幅。
选频网络———从信号中选出所需的频率，使振荡器产生一个单一频率的正弦波。
正反馈网络———将选频网络选出的所需频率信号送回到输入端放大。
２．扩音机产生声音啸叫是由于音箱喇叭发出的声音直接或经反射后进入麦克风，这些反馈

声经扩音机放大后又从音箱喇叭发出，如此反复，产生类似放大器正反馈引起的自激振荡。 引起
啸叫的原因很多，如室内环境、使用麦克风的数量以及麦克风和音箱的距离、指向性等等。

可以用以下方法来消除扩音机的声音啸叫：（１） 调整扩音机的音量电位器，将音量适当降
低。 （２） 调整音箱位置，使之远离麦克风。 （３） 调整音箱的方向，使之不朝向麦克风说话方向。

5．2　RC振荡器练习题
一、 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二、 填空题
１．RC 串并联选频　　 １

３ v ｉ　　零　　 １
２π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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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频率调节方便　　波形失真小
３．负温度系数
４．电路停振　　振荡波形失真
５．RC 振荡器
三、 选择题
１．Ｃ　　２．Ａ　　３．Ｄ　　４．Ｂ　　５．Ｃ　　６．Ｄ

图 Ａ５ ２

四、 作图题
电路的名称是 RC 桥式正弦波振荡电路。
五、 综合题
（１） 为了满足振幅平衡条件，应使同相放大器 AV≥３，

而 AV ＝１ ＋RＦ
R１

，因此，取RＦ ＝２２ ｋΩ。
（２） 振荡频率的调节范围是 １ ０４８ ～７５３ Ｈｚ。
（３） 调反馈电阻 RＦ，适当将 RＦ 阻值调大。
（４） 调反馈电阻 RＦ，适当将 RＦ 阻值调小。
5．3　LC振荡器练习题
一、 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二、 填空题
１．共基极变压器耦合式　　负载线圈　　选频网络　　发射　　基　　L２ 的匝数　　两

个线圈之间距离　　振荡频率 f０
２．电容三点式　　三个电极　　电容支路的三个点　　选频网络　　 １

２π L
C１C２
C１ ＋C２

三、 选择题
１．Ｃ　　２．Ｂ　　３．Ｄ　　４．Ａ　　５．Ｄ
四、 作图题

图 Ａ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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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计算题
电路为改进型电容三点式振荡器，f０ ＝３５ ｋＨｚ。
5．4　石英晶体振荡器练习题
一、 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二、 填空题
１．电感　　电容
２．平板电容 C０　　几皮法到几十皮法　　电感 L　　１０ －３ ～１０ －２ Ｈ　　电阻 R　　１０２ Ω　

　电容 C　　１０ －２ ～１０ －１ ｐＦ
３．纯电阻 R　　 １

２π LC

４．电感　　 １
２π L CC０

C ＋C０

５．振荡频率稳定度高
三、 选择题
１．Ｃ　　２．Ｄ　　３．Ａ　　４．Ｂ　　５．Ｃ　　６．Ａ
四、 简答题
１．该电路为并联石英晶体振荡器。 谐振时，石英晶振工作在电感状态，它与 C２、C１ 电容组

成并联谐振选频网络。
２．图 ５ ４ ４（ａ）所示电路不能振荡。 因为在并联石英晶体振荡电路中，石英晶体只有与谐

振电容 C１ 、C２ 并联才能构成选频网络。
图 ５ ４ ４（ｂ）所示电路不能振荡。 石英晶体支路构成的是负反馈，不满足振荡的相位平衡

条件。
图 ５ ４ ４（ｃ）所示电路不能振荡。 三极管的集电极没有直流通路，无法正常放大信号。

第 5章　正弦波振荡器单元测试卷
一、 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二、 填空题
１．等于　　相位相同
２．选频
３．接通电源瞬间产生的扰动电压
４．文氏桥　　同相放大器　　RC 串并联选频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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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６．容易起振　　稳定输出信号幅度
７．变压器耦合式　　三点式
８．fｓ 至 fｐ 频率范围之间　　f ｓ 至 fｐ 频率范围之外
９．石英晶体　　改进式电容三点
１０．输出波形是否正常　　反偏电压　　小于正常放大时的数值　　升高
三、 选择题
１．Ｂ　　２．Ｂ　　３．Ｄ　　４．Ｄ　　５．Ｂ　　６．Ｄ　　７．Ｃ　　８．Ｂ　　９．Ｄ　　１０．Ａ
四、 简答题
１．图 ５ ２（ａ）所示电路不能振荡，RC 串并联选频网络与反相放大器组成的是负反馈，不满

足振荡的相位条件。
图 ５ ２（ｂ）所示电路不能振荡，不是正反馈。
图 ５ ２（ｃ）所示电路不能振荡，L１ 将三极管的 ｃ极和 ｅ极直流短路，三极管不能正常工作。
图 ５ ２（ｄ）所示电路不能振荡，不是正反馈。
图 ５ ２（ｅ）所示电路能振荡，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
图 ５ ２（ ｆ）所示电路能振荡，并联型石英晶体振荡电路。
２．① 调整上偏置电阻，使电路的放大倍数达到最大；② 更换β值较大的三极管；③ 将 L３ 的

匝数增加。
３．（１） 该电路为并联型石英晶体振荡电路。
（２） 石英晶体 ＸＴ为选频元件，振荡器的振荡频率主要由 ＸＴ 的固有频率所决定，C２ 只能对

振荡频率作微调。
五、 计算题
１．f０ ＝３１．８３ ｋＨｚ。
２．该电路为电感三点式振荡电路。 f０ｍ ａｘ ＝４１１ ｋＨｚ，f０ｍ ｉｎ ＝１１２．６ ｋＨｚ。

第 6章　高频信号处理电路
6．1　调幅与检波练习题
一、 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二、 填空题
１．调幅、调频、调相
２．频率变换
３．高电平　　低电平
４．大信号　　放大　　调幅
５．小信号　　调幅　　放大
６．非线性特性　　LC 谐振回路　　基极　　集电极　　发射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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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普通调幅波
８．抑制载波的双边带
９．ＡＭ
三、 选择题
１．Ｂ　　２．Ａ　　３．Ｂ　　４．Ｄ　　５．Ｃ　　６．Ａ
四、 简答题

图 Ａ６ １

１．载波信号通过高频变压器 Ｔω加到调制管 Ｖ 的基极，调
制电压 vΩ通过变压器 ＴΩ加到调制管 Ｖ 的集电极回路中，与电
源电压 VＣ Ｃ相串联，等效为集电极的时变电源电压。 调制管 Ｖ
工作在过压状态，调谐于载波频率的集电极 LC 谐振回路上的
输出信号即为所需的调幅波。

２．（１） 该电路属于二极管包络检波电路。
（２） RＬ１ 、C２ 、C３ 构成 RC—π型滤波器，对截去负半周的调

幅波进行滤波，即可取出调制信号———声音。
（３） 若检波二极管开路，收音机将收不到声音，因为检波二极管开路不仅检波电路无法工

作，而且将使收音机的中频调制信号通路断开。
（４） 电位器 R ｐ 用于调整检波器输出电压大小，即调节收音机音量的大小。
6．2　调频与鉴频练习题
一、 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二、 填空题
１．角频率偏移量　　调制电压　　灵敏度
２．调制深度　　最大角频偏　　调制信号频率
３．振幅　　频率
４．直接　　间接
５．从调频波中取出调制信号　　等幅调频波　　低频调制
三、 选择题
１．Ｂ　　２．Ｃ　　３．Ｄ　　４．Ａ　　５．Ａ
四、 简答题
调频电路的高频等效电路如图 Ａ６ ２ 所示。
图 ６ ２ ２ 中，R５ 、Rｐ 为变容二极管偏压电阻，为变容二极管提供固定反向偏压；C５ 为隔直

图 Ａ６ ２

电容，亦为调制信号 vΩ的耦合电容；调制信号加于变容二极管两端，对变容
二极管进行调制作用，使其等效电容 CＤ 按一定规律变化。 电路构成电感三
点式振荡器，由于变容二极管的 CＤ 容量随调制信号 vΩ 而变化，因而使 LC
回路的参数随着变化，即振荡频率亦随调制信号 vΩ 而改变。 所以，该电路
输出的是调频信号。

R１１为直流负反馈电阻；R１ 为集电极直流降压电阻；C６ 、C８ 为高频振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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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提供通路，对低频调制信号起隔离作用。
五、 计算题
１．Δfｍ ＝K ｆVΩ

２π ＝２π×２５ ×１０３ ×２
２π Ｈｚ ＝５０ ×１０３ Ｈｚ ＝５０ ｋＨｚ

　 m ｆ ＝k ｆVΩ
Ω ＝２π×２５ ×１０３ ×２

２π×１０３ ＝５０
２．当调制信号频率为 １００ Ｈｚ时，m ｆ ＝Δfｍ

fΩ
＝７５ ×１０３

１００ ＝７５０；当调制信号频率为 １５ ｋＨｚ时， m ｆ

＝Δfｍ
fΩ

＝７５ ×１０３

１５ ×１０３ ＝５

6．3　变频器练习题
一、 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二、 填空题
１．下变频
２．载波频率
３．混频电路　　本机振荡　　选频电路
４．三极管变频器　　输入信号电压 vＳ　　三极管 ｂｅ结的非线性特性　　LC并联谐振回路
５．选频网络
６．fＬ ＋fＳ　　fＬ －fＳ
三、 选择题
１．Ｂ　　２．Ａ　　３．Ｃ　　４．Ｄ　　５．Ａ
四、 简答题
１．就其功能而言，它们是一致的。 不同的是变频包括了混频和本机振荡两部分．即电路中的

非线性器件本身既能产生本振信号，又能实现频率变换，因此，变频器又称为自激混频器。 而混频
器则不同，电路中的非线性器件只进行频率变换，其本振信号是由另外的电路产生的，混频器又称
为他激混频器。 一般对工作性能要求不高的接收机采用自激混频器，要求高的则采用他激混频器。

２．（１） 电路的功能是将接收的高频信号下变频为中频信号，该电路称为三极管变频电路。
（２） L５ 和 C１ 、C１０组成调谐回路，用于调谐接收电台信号，经电感线圈 L６ 耦合加到三极管 Ｖ１

的基极与三极管发射极。 利用线圈 L１ 和线圈 L２ 的耦合形成正反馈，电路自激产生本机振荡信
号，本机振荡信号的频率取决于线圈 L２ 和电容 C１６ 、C９ 、C５ 、C８ 构成的谐振电路。 接收信号与本
机振荡信号混合产生差频信号，即 ４６５ ｋＨｚ 的中频信号，L３ 、C１１和 L４、C１４组成了双谐振回路作为

中频选频网络，从输出的混频信号选出其中的 ４６５ ｋＨｚ中频信号送到中频放大电路去。 R１ 、R２ 为

三极管偏置电阻，R４ 为射极稳定电阻。 C４ 对 R２ 起交流管路作用。

第 6章　高频信号处理电路单元测试卷
一、 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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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二、 填空题
１．低频调制　　高频载波信号的振幅　　振幅　　调制信号
２．调制信号幅度　　载波信号的频率　　频率　　调制信号
３．检波　　鉴频
４．波形变换　　调频调幅波　　振幅变化
５．输出信号电压　　输入调频波频率
６．上变频
７．三极管
８．另一频率　　调制规律
三、 选择题
１．Ａ　　２．Ｂ　　３．Ｃ　　４．Ｄ　　５．Ａ　　６．Ａ　　７．Ｄ　　８．Ｂ　　９．Ｄ　　１０．Ｂ
四、 简答题
１．输入信号与输出信号比较，波形包络基本不变，主要的变化在于载频降低了。 由此可断

定图 ６ ２ 所示的功能电路为下变频电路。
２．图 ６ ３（ａ）所示电路用于双边带调幅波的检波，vＡ Ｍ是双边带调幅输入信号，vω是与被抑

制的原载波同频同相的同步信号。 加到二极管 Ｖ１ 上的电压信号是（vＡ Ｍ ＋vω），加到二极管 Ｖ２ 上

的电压信号是（ vＡ Ｍ －vω），经过二极管 Ｖ１ 、Ｖ２ 检波，从上半部检波器输出解调信号 ＋vΩ，从下半部
检波器输出解调信号 －vΩ，所以可从 １、２ 端取出解调信号 ２vΩ。

图 ６ ３（ｂ）所示电路用于调频波的鉴频，两个 LC 谐振回路分别调谐在 f０１和 f０２上，f０１高于
调频波的中心频率 fω，f０２低于调频波的中心频率 fω，f０１和 f０２对称分布 fω两侧。 调频信号在两
个谐振回路产生的调幅—调频波分别为 v１ 和 v２ ，鉴频器的总输出电压为 vｏ ＝vｏ１ －vｏ２ ，vｏ 随 f变
化的规律就是合成鉴频特性。

３．方框 １ 的名称为混频电路，本机振荡的信号与接收的信号，在混频电路的非线性元件的
作用下产生和频 fＬ ＋fＳ、差频 fＬ －fＳ 和其他频率 mfＬ ±nfＳ，再由混频电路中选频网络取出所需的
频率信号。

方框 ２ 的名称为检波电路，检波电路的功能是从中频调幅波中取出调制信号———声音信号。
五、 计算题
１．fＬ ＝fω ＋fＩ ＝１ ２００ ｋＨｚ ＋４６５ ｋＨｚ ＝１ ６６５ ｋＨｚ。
２．Δfｍ ＝K ｆVΩ

２π ＝２π×１０３ ×３
２π Ｈｚ ＝３ ×１０３ Ｈｚ，m ｆ ＝K ｆVΩ

Ω ＝２π×１０３ ×３
２π×１０３ ＝３。

３．f０１≈ １
２π L１C１

＝ １
２ ×３畅１４ １０ ×１０ －３ ×２００ ×１０ －１２ Ｈｚ ＝１１２畅６ ｋＨｚ

f０２≈ １
２π L１（C１ ＋C２ ） ＝ １

２ ×３畅１４ × １０ ×１０ －３ ×（２００ ＋２００） ×１０ －１２ Ｈｚ
　 ＝７９．６ ｋＨｚ
fω ＝f０１ ＋f０２２ ＝１１２畅６ ＋７９畅６

２ ｋＨｚ ＝９６畅１ ｋＨ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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枟电子线路枠模拟电路期中考试卷
一、 单项选择题
１．Ｃ　　２．Ａ　　３．Ｂ　　４．Ｄ　　５．Ｃ　　６．Ｃ　　７．Ａ　　８．Ａ　　９．Ｄ　　１０．Ｂ
二、 多项选择题
１．ＢＣＤ　　２．ＢＣＤ　　３．ＡＤ　　４．ＢＣ　　５．ＣＤ　　６．ＡＢＣＤ　　７．ＡＢＣＤ　　８．ＢＣ
９．Ｄ　　 １０．ＡＢＣＤ
三、 填空题
１．加正向电压　　加反向电压　　０．７ Ｖ　　０．３ Ｖ
２．放大区　　饱和区　　截止区
３．基极　　集电极　　微小　　较大
４．可调电阻区　　放大区　　击穿区
５．IＢ Ｑ　　IＣ Ｑ　　VＣ Ｅ Ｑ
６．３ Ｖ
７．电压串联负反馈
８．０．７０７
９．０　　∞
１０．输出　　输入
１１．截止
四、 分析计算题
１．（１） VＢＱ ＝ Rｂ２

R ｂ１ ＋Rｂ２
VＣＣ ＝ １２畅５

５０ ＋１２畅５ ×１５ Ｖ ＝３ Ｖ
VＥＱ ＝VＢ Ｑ －VＢ ＥＱ ＝３ Ｖ －０．７ Ｖ ＝２．３ Ｖ
IＣ Ｑ≈IＥ Ｑ ＝VＥ Ｑ

Rｅ
＝２畅３ Ｖ
０畅７５ ≈３ ｍＡ

IＢ Ｑ ＝IＣＱ
β＝３ ｍＡ

１００ ＝０．０３ ｍＡ
VＣＱ ＝VＣ Ｃ －IＣ Ｑ （R ｃ ＋Rｅ） ＝１５ Ｖ －３ ×（２ ＋０．７５） Ｖ ＝６．７５ Ｖ

（２） rｂｅ ＝３００ Ω＋（１ ＋β）２６IＥ Ω＝３００ Ω＋１０１ ×２６３ Ω≈１ １７５ Ω≈１．１７ ｋΩ
R ｉ≈rｂｅ ＝１．１７ ｋΩ
R０ ＝RＣ ＝２ ｋΩ
AV ＝－βR′Ｌγｂｅ

＝－１００ ×０畅８６１畅１７≈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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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去掉 Cｅ 后，电压放大倍数 AV 下降，输入电阻 r ｉ增大。
２．（１） vＯ ＝－RＦ

v Ｉ１
R１

＋vＩ２
R２

＋vＩ３
R３

＝－２ ×（０畅２ Ｖ ＋０畅３ Ｖ ＋０ Ｖ）
＝－１ Ｖ

（２） vＩ３ ＝－ vＯ
２ ＋vＩ１ ＋vＩ２

＝－ ０畅３ Ｖ
２ ＋０畅２ Ｖ －０畅４ Ｖ

＝０畅０５ Ｖ
３．图 Ｔ１ ６（ａ）的反馈元件是 R２，反馈的类型是电压并联负反馈；图 Ｔ１ ６（ｂ）的反馈元件

是 R，反馈的类型是电流串联负反馈；图 Ｔ１ ６（ ｃ）的交流反馈元件是 Rｅ１，反馈的类型是电流串
联负反馈。

五、 作图题
１．

图 ＡＴ１ １
２．直流通路 交流通路

图 ＡＴ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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枟电子线路枠模拟电路期末考试卷
一、 单项选择题
１．Ａ　　２．Ｂ　　３．Ｂ　　４．Ａ　　５．Ｃ　　６．Ａ　　７．Ｃ　　８．Ｄ　　９．Ｂ　　１０．Ｄ
二、 多项选择题
１．ＡＣ　　２．Ｂ　　３．ＡＢ　　４．ＣＤ　　５．ＢＣＤ　　６．ＡＣ　　７．Ｂ　　８．ＢＣ
９．ＡＣ　　１０．Ａ
三、 填空题
１．集电极　　１
２．单向导电
３．１．２５ Ｗ
４．绝缘栅型　　结型　　低频跨导 gｍ
５．LC 串联回路　　电感
６．基准电压　　下　　V２ 的直流负载电阻　　V１ 的偏置电阻

７．整流　　滤波　　稳压
８．足够大　　高　　小　　散热要好
９．高频调幅波　　调制　　二极管包络检波　　双边带调幅检波
１０．变频

图 ＡＴ２ １　　　　　　　　　　　

四、 作图题
１．

２．电路的名称是 ＯＴＬ 放大电路，对低频信号起功率放大和输出。

图 ＡＴ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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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自选作图题
（１） 下变频电路的框图和波形图

（２） 开关电源结构框图

图 ＡＴ２ ３
五、 分析计算题
１．为了稳定输出电压，应引入电压负反馈。 反馈电阻 R ｆ 应接在 Ｖ２ 管的集电极 ｃ２ 与 Ｖ１ 管

的发射极 ｅ１ 间。
为了稳定输出电流，应引入电流负反馈。 反馈电阻 R ｆ 应接在 Ｖ２ 管的发射极 ｅ２ 与 Ｖ１ 管的

基极 ｂ１ 间。
２．（ａ） ×，（ｂ） √，（ｃ） √。
３．（１） VＬ ＝１５ Ｖ。
（２） １ 脚为输入端，２ 脚为接地端，３ 脚为输出端。
（３） 三端稳压器的输入电压 V Ｉ 应选择比输出电压高 ２ ～３ Ｖ，取 V Ｉ ＝１８ Ｖ。
（４） V２ ＝V Ｉ

１畅２ ＝１８
１畅２ Ｖ ＝１５ Ｖ。

（５） C１ 为整流电路的低频滤波电容，C２ 用于滤除稳压集成电路的输入高频干扰信号，C３ 为

用于消除输出电压的波动，并具有消振作用。

第 7章　数字电路基础
7．1　脉冲与数字信号练习题
一、 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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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填空题
１．模拟　　数字　　连续　　不连续　　短暂
２．逻辑关系　　逻辑
３．Vｍ　　伏（Ｖ）
４．D　　D＝tＷT
５．陡峭　　上升越快
６．方波　　５０％
三、 选择题
１．Ａ　　２．Ｃ　　３．Ｂ　　４．Ｄ　　５．Ｃ
四、 分析题
１．正逻辑：D１D２D３D４D５D６D７D８D９D１０ ＝0101101001。
负逻辑：D１D２D３D４D５D６D７D８D９D１０ ＝1010010110。
２．（１） 脉冲幅度 Vｍ ＝（垂直距离 ｄｉｖ） ×（挡位 Ｖ／ｄｉｖ） ＝５ ｄｉｖ ×２００ ｍＶ／ｄｉｖ ＝１ Ｖ。
（２） 脉冲上升时间 tｒ ＝０畅９ ｄｉｖ ×１．００ ｍｓ／ｄｉｖ ＝０．９０ ｍｓ；脉冲下降时间 tｆ ＝０．９ ｄｉｖ ×１．００ ｍｓ／ｄｉｖ ＝

０．９０ ｍｓ。
（３） 脉冲周期 T ＝７．６ ｄｉｖ ×１．００ ｍｓ／ｄｉｖ ＝７．６０ ｍｓ；脉冲宽度 tＷ ＝３．８ ｄｉｖ ×１．００ ｍｓ／ｄｉｖ ＝３．

８０ ｍｓ。
（４） 占空比 D ＝tＷT ＝３畅８ ｍｓ

７畅６ ｍｓ ×１００％ ＝５０％。

图 Ａ７ １

7．2　RC电路的应用练习题

871



················ 参 考 答 案 ·························································································································

一、 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二、 填空题
１．将矩形脉冲变换为尖脉冲
２．电阻　　脉冲宽度
３．将矩形脉冲变换为锯齿波
４．电容　　远大于
５．远小于　　远大于
６．微分　　积分
三、 选择题
１．Ａ　　２．Ｃ　　３．Ｃ　　４．Ｄ　　５．Ａ
四、 计算题
１．tＷ ＝DT ＝１

３ ×３０ μｓ ＝１０ μｓ。
图 ７ ２ ４（ａ）中， τ＝RC ＝１００ ×１０３ Ω×２ ０００ ×１０ －１２ Ｆ ＝２００ μｓ；由于 τ远大于 tＷ ，不满足

微分电路的条件，所以不是微分电路，而是耦合电路。
图 ７ ２ ４（ｂ）中，τ＝RC ＝２００ ×１０３ Ω×１００ ×１０ －１２ Ｆ ＝２０ μｓ；由于τ未远大小于 tＷ ，不满足

积分电路的条件，所以不是积分电路。
２．图 ７ ２ ４（ａ）要满足微分电路条件，要求τ＝RC≤ １

５ tＷ ，即 C≤
tＷ
５R＝ １０ ×１０ －６

５ ×１００ ×１０３ Ｆ ＝２０ ｐＦ。

３．图 ７ ２ ４（ｂ）要满足积分电路条件，要求τ＝RC≥３tＷ，即 C≥３tＷ
R ＝３ ×１０ ×１０ －６

２００ ×１０３ Ｆ ＝１５０ ｐＦ。

7．3　数制与码制练习题
一、 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二、 填空题
１．1　　0　　逢二进一　　借一当二
２．（10010）２　　（00011000）８４２１
３．（４３）１０
４．（３５）１０
５．逢十六进一
６．（Ａ）１６　　（Ｃ）１６　　（Ｆ）１６
７．２　　０　　余数
８．８４２１码　　５４２１码　　余 ３码
三、 选择题
１．Ｃ　　２．Ａ　　３．Ｄ　　４．Ａ　　５．Ｂ
四、 简答题
１．在计算机中，广泛采用的是由 0和 1两个基本数码组成的二进制数，而不使用人们习惯的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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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数，原因如下：
（１） 二进制数在物理上最容易实现。 例如，可以只用高、低两个电平表示 1和 0，也可以用脉冲的

有无或者脉冲的正负极性表示它们。
（２） 二进制数用来表示的二进制数的编码、计数、加减运算规则最为简单。
（３） 二进制数的两个数码 1 和 0 正好与逻辑命题的两个值“是”和“否”或“真”和“假”相对应，

为计算机实现逻辑运算和程序中的逻辑判断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２．在数字系统中，各种数据要转换为二进制代码才能进行处理，而人们习惯于使用十进制数，

所以在数字系统的输入输出中仍采用十进制数，这样就产生了用 ４位二进制数表示 １ 位十进制数的
方法，这种用于表示十进制数的二进制代码称为二 十进制代码（Ｂｉｎａｒｙ Ｃｏｄｅｄ Ｄｅｃｉｍａｌ），简称为 ＢＣＤ
码。 它具有二进制数的形式以满足数字系统的要求，又具有十进制数的特点（只有 １０种有效状态）。

五、 计算题
１．（11011） ２ ＝（２７） １０ 。
２．（５６） １０ ＝（111000） ２ 。
３．（100111000） ８４２１ ＝（１３８） １０ 。
7．4　逻辑门电路基础练习题
一、 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二、 填空题
１．高　　较强　　低　　大
２．Ｐ 型和 Ｎ 型绝缘栅场效晶体管
３．与门　　或门　　非门
４．＋５．５ Ｖ　　 －０．５ Ｖ
５．与门　　非门
６．0　　0　　1　　1
三、 选择题
１畅Ａ　　２．Ｃ　　３．Ａ　　４．Ｂ　　５．Ｄ　　６．Ａ
四、 作图题
１．　　　　　　　　　　　　　　　　　　　　　　２畅

图 Ａ７ ２
　　　

图 Ａ７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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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逻辑代数运算法则及逻辑函数化简练习题
一、 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二、 填空题
１．逻辑功能　　电路简化　　元器件　　可靠性
２．或项数　　每个与项
３．BC
４．A· B· D
５．A
６．A
三、 选择题
１．Ｂ　　２．Ｄ　　３．Ａ　　４．Ｃ　　５．Ａ　　６．Ｂ
四、 化简题

　　１．Y ＝AB ＋ABC（D ＋E）
＝AB［1 ＋C（D＋E）］
＝AB

２．Y ＝AB ＋A C ＋B C
＝AB ＋C（A＋B）
＝AB ＋ABC
＝AB ＋C

五、 证明题
１．证明：　AB ＋AC ＋BC

＝AB ＋C（A＋B）
＝AB ＋ABC
＝AB ＋C

２．证明：　A B ＋BD＋AD ＋DC
＝A B（1 ＋D） ＋BD＋AD ＋DC
＝A B ＋A BD ＋BD＋AD＋DC
＝A B ＋D（A B ＋B ＋A ＋C）
＝A B ＋D（A＋B ＋A ＋C）
＝A B ＋D

３．证明：　ACD ＋A CD ＋AD＋B C ＋BC
＝AD（C ＋C） ＋AD ＋B（C ＋C）
＝AD ＋AD＋B
＝D（A＋A） ＋B
＝B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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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章　数字电路基础单元测试卷
一、 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畅×　１４．√　１５．√
二、 填空题
１．脉冲信号
２．不连续　　突变　　矩形
３．陡峭　　下降越慢
４．逻辑电路
５．断开　　闭合　　开关
６．４　　１
７．（0011） ２
８．４．７５ ～１８．０ Ｖ
９．A
１０．逻辑函数表达式　　真值表　　逻辑图
１１．B ＋C ＋D
１２．1　　A
三、 选择题
１．Ｂ　　２．Ｂ　　３．Ｂ　　４．Ｄ　　５．Ｃ　　６．Ｃ　　７．Ｄ　　８．Ｄ
９．Ｂ　　１０．Ａ
四、 分析题 （共 20 分，第 1 小题 12 分，第 2 小题 8 分）
１．

图 Ａ７ ４
（１） 脉冲波形的幅度 Vｍ ＝４ ｄｉｖ ×１０ ｍＶ／ｄｉｖ ＝４０ ｍＶ。
（２） 脉冲上升时间 tｒ ＝１．８ ｄｉｖ ×２．００ ｍｓ／ｄｉｖ ＝３．６０ 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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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下降时间 t ｆ ＝１．８ ｄｉｖ ×２．００ ｍｓ／ｄｉｖ ＝３．６０ ｍｓ。
（３） 脉冲周期 T ＝４．９ ｄｉｖ ×２．００ ｍｓ／ｄｉｖ ＝９．８０ ｍｓ。
２．图 ７ ５（ａ）Y＝AB ＋A B；图 ７ ５（ｂ）Y ＝AB CD。
五、 计算题
１．（10101） ２ ＝（２１） １０ 。
２．（２８） １０ ＝（11100） ２ 。
３．（01111001） ８４２１ ＝（７９） １０ 。
４．要满足微分电路条件，要求 τ＝RC≤ １

５ tＷ ，即 C≤
tＷ
５R ＝１０ ×１０ －３

５ ×２ ×１０３ Ｆ ＝１ ×１０ －６ Ｆ ＝１ μＦ。
六、 化简题
１．Y ＝A B ＋A BC（D ＋E）

＝A B［1 ＋C（D＋E）］
＝A B

２．Y ＝AB ＋AC ＋BCD＋A
＝A（B ＋1） ＋AC ＋BCD
＝A＋AC ＋BCD
＝A＋C ＋BCD
＝A＋C

七、 作图题
１．　　　　　　　　　　　　　　　　　　　２畅

图 Ａ７ ５
　　

图 Ａ７ ６

第 8章　组合逻辑电路
8．1　组合逻辑电路的基本知识练习题
一、 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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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填空题
１．逻辑门电路
２．该时刻的输入信号　　原来状态
３．逻辑函数表达式　　化简和变换　　真值表　　逻辑功能
４．真值表　　逻辑函数表达式　　化简　　逻辑电路图
三、 选择题
１．Ｂ　　２．Ｃ　　３．Ｄ　　４．Ｄ　　５．Ａ
四、 分析题
１．图 ８ １ １（ａ），Y１ ＝AB （A ＋B） ＝A ＋B；
图 ８ １ １（ｂ），Y２ ＝AB ＋AB ＝AB ＋A B。
２．（１） S ＝AB ＋A B　　C ＝AB
（２）

输　　入 输　　出
A B S C
0 0 0 0
0 1 1 0
1 0 1 0
1 1 0 1

　　（３） 该电路能对输入端的 A、B 进行相加，S 满足二进制数的加法运算，用于表示输出的和。
C 满足“逢二进一”的规则，用于表示进位数。 这种加法运算只考虑了两个加数本身，而没有考
虑由低位来的进位，所以称为半加器。

8．2　编码器练习题
一、 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二、 填空题
１．将特定意义的数字、文字、符号信息等
２．完成编码操作
３．被编码的信号　　相对应的代码
４．ＢＣＤ 代码　　十进制的数字 ０ ～９
５．同时输入　　优先级别最高
６．１６　　６
三、 选择题
１．Ａ　　２．Ｃ　　３．Ｃ　　４．Ｄ　　５．Ｃ　　６．Ｄ
四、 分析题
Y１ ＝I１ ＋I３，Y２ ＝I２ ＋I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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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　　入 输　　出
I３ I２ I１ I０ Y２ Y１

0 0 0 1 0 0

0 0 1 0 0 1

0 1 0 0 1 0

1 0 0 0 1 1

　　I０ 、I１、I２、I３ 表示 ４ 路输入，可以代表十进制的 ０、１、２、３，输出是对应的二进制码 00、01、10、
11，故该电路是 ２ 位二进制编码器。

五、 作图题
１．　　　　　　　　　　　　　　　　２．

　　
图 Ａ８ １

　　　　　　
图 Ａ８ ２

8．3　译码器练习题
一、 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二、 填空题
１．编码
２．ＢＣＤ 码　　十进制码
３．二进制码　　与二进制码对应的信息
４．８　　１
５．ＢＣＤ 码
６．1　　0　　0
７．３
三、 选择题
１．Ｄ　　２．Ａ　　３．Ａ　　４．Ｂ　　５．Ｂ
四、 分析题
１．Y０ ＝A B　　Y１ ＝AB　　Y２ ＝A B　　Y３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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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　　入 输　　出
A B Y３ Y２ Y１ Y０
0 0 1 1 1 0
0 1 1 1 0 1
1 0 1 0 1 1
1 1 0 1 1 1

　　２．（１） 数码管显示的是数字“６”。
（２） A３A２A１A０ ＝0101。
（３） 数码管正常应显示数字“８”，显示“０”则表明 g 发光段缺失，出现缺段的通常原因是：数

码管 g脚连接不良、或数码管内部相应的 g 段发光二极管损坏。
8．4　数据选择器及数据分配器练习题
一、 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二、 填空题
１．传输总线
２．有选择　　不同的输出端
３．单刀八掷开关
４．分配
５．数据输入　　数据输出　　数据地址输入　　输出
６．D３
７．０　　不工作
８．８　　２
三、 选择题
１．Ｃ　　２．Ｄ　　３．Ｂ　　４．Ａ　　５．Ｂ
四、 分析题
１．Y ＝A BC ＋A B C ＋A BC。
２．设置 A２A１A０ ＝110。
３．设置 A２A１A０ ＝011。
４．F１ ＝Y４ · Y７

＝A２A１A０ · A２A１A０

＝A B C· ABC
＝A B C ＋ABC

F２ ＝Y２ · Y３ · Y４

＝A２ A１A０ · A２A１A０ · A２A１A０

＝A B C ＋ABC ＋A B C
＝AB ＋A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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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章　组合逻辑电路单元测试卷
一、 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二、 填空题
１．编码器　　译码器　　数据选择器　　数据分配器
２．二进制代码
３．４　　１
４．通用译码器　　显示译码器
５．译码禁止状态
６．共阴极　　共阳极
７．0　　不工作　　低电平　　
８．４
９．１６　　1010　　1111
１０．D３
三、 选择题
１．Ａ　　２．Ｂ　　３．Ａ　　４．Ｄ　　５．Ｃ　　６．Ａ　　７．Ｃ　　８．Ａ　　９．Ｃ　　１０．Ｄ
四、 分析题
１．Y ＝ABC· AC ＝ABC ＋AC ＝AB ＋AC。
Y ＝1 的 ABC 的变量取值应为 100、110、111。
２．（１） Y ＝A B ＋AB。

　　（２） 真值标表如右表所示。
（３） 两个输入量 A、B 同为 1 或同为 0 时，

输出为 1，否则为 0，所以该电路的功能是用来
判断输入信号是否相同，称其为 “一致判别
电路”。

A B Y
0 0 1
0 1 0
1 0 0
1 1 1

　　３．
输入 输出

A１ A０ Y

0 0 D０

0 1 D１

1 0 D２

1 1 D３ 图 Ａ８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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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设置 ７４ＬＳ１５１ 的 A２A１A０ ＝101，７４ＬＳ１３８ 的 A２A１A０ ＝001。
五、 作图题
１．

图 Ａ８ ４
２．

图 Ａ８ ５

图 Ａ８ ６

３．先将逻辑函数 Y＝AB ＋BC ＋AC 化简为 Y ＝AB ＋BC，
再画出对应的电路图（图 Ａ８ ６）。

４．先将逻辑函数 Y ＝（A＋B）AB 化简为 Y＝AB，再画出对应的电路图（图 Ａ８ ７）。

图 Ａ８ ７

第 9章　触发集成器
9．1　RS触发器练习题
一、 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二、 填空题
１．R ＝S ＝0
２．置 1　　置 0　　保持
３．与非　　或非　　相同
４．两个与非门
５．输出　　节拍
６．基本 RS 触发器　　
７．S　　R　　Q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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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时钟脉冲 CP
三、 选择题
１．Ａ　　２．Ｃ　　３．Ｂ　　４．Ｃ　　５．Ｄ　　６．Ｂ
四、 作图题
１．

图 Ａ９ １
２．

图 Ａ９ ２
３．

图 Ａ９ ３

9．2　触发器的几种常用触发方式练习题
一、 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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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填空题
１．CP 为高电平
２．同步触发　　上升沿触发　　下降沿触发　　主从触发
３．同步　　主从　　边沿
４．主　　从　　非
５．陡峭
６．陡峭
三、 选择题
１．Ａ　　２．Ｂ　　３．Ｃ　　４．Ｄ　　５．Ａ
四、 作图题
１．

（ａ）同步 RS触发器　　（ｂ）上升沿 RS触发器　　（ｃ）下降沿 RS触发器　　（ｄ）主从 RS触发器
图 Ａ９ ４

２．

图 Ａ９ ５
３．

图 Ａ９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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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JK触发器练习题
一、 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二、 填空题
１畅J　　K　　Q　　Q
２．置 0
３．置 1
４．0　　0
５．翻转
６．主触发器　　从触发器　　非门
７．1　　1
三、 选择题
１．Ｂ　　２．Ａ　　３．Ｄ　　４．Ａ　　５．Ｃ
四、 作图题
１．

图 Ａ９ ７
２．

图 Ａ９ ８
３．

图 Ａ９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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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D触发器练习题
一、 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二、 填空题
１．置 0　　置 1
２．D　　SＤ　　RＤ　　Q　　Q
３．置 0
４．置 1
５．高　　低
６．非门
三、 选择题
１．Ｂ　　２．Ｄ　　３．Ｃ　　４．Ｂ　　５．Ａ
四、 作图题
１．

图 Ａ９ １０
２．

图 Ａ９ １１
３．

图 Ａ９ １２
４．

图 Ａ９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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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T触发器练习题
一、 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二、 填空题
１．翻转　　保持
２．T　　SＤ　　RＤ　　Q　　Q
３．翻转
４．保持不变
５．低　　高
三、 选择题
１．Ｃ　　２．Ｂ　　３．Ｂ　　４．Ａ　　５．Ｄ　　６．Ａ
四、 作图题
１．

图 Ａ９ １４
２．

图 Ａ９ １５
３．输出脉冲的频率为 ２５０ Ｈｚ，Q 的波形如图 Ａ９ １６ 所示：

图 Ａ９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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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章　集成触发器单元测试卷
一、 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二、 填空题
１．２　　触发信号
２．下降　　上升　　主从
３．1　　0
４．1
５．同步
６．CP 脉冲　　置 1　　置 0
７．会随之产生多次变化
８．下降　　上升
９．1　　0
１０．T 触发器　　D 触发器
１１．状态不定
三、 选择题
１．Ｃ　　２．Ｂ　　３．Ｂ　　４．Ａ　　５．Ａ　　６．Ｄ　　７．Ｄ　　８．Ｂ　　９．Ｃ　　１０．Ｄ
四、 分析题
１．触发器可根据触发方式和逻辑功能来分类。
根据触发方式不同，即信号的输入方式以及触发器状态随输入信号变化的规律不同，触发器可

分为无时钟脉冲控制的直接触发器、有时钟脉冲控制的同步触发器、主从触发器和边沿触发器。
按逻辑功能又可分为 RS 触发器、JK 触发器、D触发器、T 触发器等几类型。
２．以与非门 RS 触发器为例，当 R ＝0、S ＝0 时，触发器两个输出都为 1，不再是互补关系．且

在输入低电平信号同时变为高电平后，触发揣的状态不能确定，此时称为触发器的不定状态。 在
正常工作时，不允许输入端 R 和 S 同时力 0，即要求输入信号遵守 S ＋R ＝1 的约束条件。

可通过控制 S、R 输入信号或选其他无约束条件的触发器，如 JK 触发器。
３．７４ＬＳ７６ 属于 JK 型的触发器，集成电路内包含 ２ 个独立触发器。
五、 作图题
１．

图 Ａ９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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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图 Ａ９ １８
３．

图 Ａ９ １９
４．

图 Ａ９ ２０

591



························································································································· 参 考 答 案 ················

第 10章　时序逻辑电路
10．1　寄存器练习题
一、 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二、 填空题
１．电路原来状态
２．记忆电路
３．移位
４．置 0、置 1
５．数码　　移位
６．并行　　并行
７．寄存器
８．单拍接收式　　输入端　　数码输出端　　总清零　　低
三、 选择题
１．Ｃ　　２．Ｃ　　３．Ｂ　　４．Ａ　　５．Ｄ
四、 作图题
在 CP 作用下的 Q２ 、Q１ 、Q０ 的波形如图 Ａ１０ １ 所示。

图 Ａ１０ １
五、 分析题
（１） 需 ４ 个脉冲配合。
（２） 各触发器状态为 0010。
（３） 要从 G４ 、G３、G２、G１ 门并行输出所存数码，应使读出控制端 A ＝1。
10．2　计数器练习题
一、 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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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填空题
１．同时
２．不同时
３．二进制　　十进制　　N进制
４．同步　异步
５．加法　　减法
６．４
７．７　　１５
三、 选择题
１．Ｃ　　２．Ａ　　３．Ｃ　　４．Ｄ　　５．Ｂ
四、 作图题
１．

图 Ａ１０ ２
２．

图 Ａ１０ ３
３．（１） 构成 ２ 位二进制异步递增计数器，触发器输出端对应于各 CP 脉冲的状态见表

Ａ１０ １。
（２） 连接线 ａ 断路。

表 A10 1

CP Q１ Q０

０ 0 0

１ 0 1

２ 1 0

３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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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0 0

第 10章　时序逻辑电路单元测试卷
一、 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二、 填空题
１．存储数码和信息
２．组合逻辑电路　　时序逻辑电路
３．双拍接收式　　单拍接收式
４．触发器　　门电路
５．单向　　双向
６．３　　３
７．计数器
８．触发器　　门电路
９．４　　１５
１０．加法
１１．减法
１２．1010　　1111
三、 选择题
１．Ｃ　　２．Ｄ　　３．Ｂ　　４．Ｂ　　５．Ｄ　　６．Ｂ　　７．Ｄ　　８．Ｃ　　９．Ｃ　　１０．Ｂ
四、 简答题
１．计数器出现进位不正常的故障时，首先，检查低位触发器有无进位信号输出；其次，检查

高位触发器的 J、K 输入端的接线有无错误及有无开路；第三，检查高位触发器元件是否损坏及
相关的连接线是否开路。

２．（１） ７４ＬＳ１６０ 为十进制计数集成电路。
（２） CR 是清零端，将 CR 置于低电平，计数器实现清零；Q０ ～Q３ 为 ８４２１ＢＣＤ 码的 ４ 位数码

输出端；D０ ～D３ 为置数输入端 ；CTＴ、CTＰ 是计数控制端，全为高电平时为计数状态，若其中有
一个是低电平，则处于保持数据的状态。

３．计数器和寄存器都由触发器组成，确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有两点不同之处。 一是输入不
同：计数器仅有 CP 输入；而寄存器不仅有 CP 输入，而且还有数据输入。 二是使用的触发器不
同：计数器选用的触发器具有翻转功能，如 T 触发器或 JK 触发器（设置为翻转功能），一般不用
D触发器，因为 D触发器不具有翻转功能；而寄存器通常使用 D 触发器比较多，也有用 RS 触发
器来构成寄存器的。

五、 作图题
１．３ 位单拍接收式数码寄存器如图 Ａ１０ ４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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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Ａ１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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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异步十进制加法计数器如图 Ａ１０ ５ 所示。

图 Ａ１０ ５
３．该寄存器为移位寄存器，画出的工作波形如图 Ａ１０ ６ 所示。

图 Ａ１０ ６
４．各触发器的时钟 CP０ ＝CP，CP１ ＝Q０ ，CP 下跳沿到达时，触发器翻转。 显然，电路实现了

２ 位二进制异步加法计数器的功能，图 Ａ１０ ７ 是其工作波形图。

图 Ａ１０ ７

第 11章　脉冲波形的产生与变换
11．1　多谐振荡器练习题
一、 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二、 填空题
１．矩形脉冲
２．低电平　　高电平　　稳定
３．１．４RC　　电源电压
４．非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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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不是很高
６．石英晶体
７．８５０ Ω～２ ｋΩ　　１０ ～１００ ｋΩ
三、 选择题
１．Ｂ．　　２．Ａ　　３．Ｃ　　４．Ｃ　　５．Ｄ
四、 作图题
１．将非门与阻容元件连接成 RC 多谐振荡器，如图 Ａ１１ １ 所示。
２．用集成电路 ７４ＬＳ００ 来组成的 RC 多谐振荡器的实物图如图 Ａ１１ ２ 所示。

图 Ａ１１ １
　　　　

图 Ａ１１ ２
五、 计算题
１．T≈１．４RC ＝１．４ ×１ ×１０３ Ω×２ ２００ ×１０ －１２ Ｆ ＝３．０８ μｓ，
f０ ＝１
T≈３２５ ｋＨｚ。

２．T ＝１
f０
≈５ μｓ，　R ＝ T

１．４C≈１．６２ ｋΩ。

11．2　单稳态触发器练习题
一、 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二、 填空题
１．稳态　　暂稳态
２．不可重复触发　　可重复触发
３．稳态　　暂稳态　　充放电
４．整形处理　　延时控制　　定时控制
５．０．７RC
６．暂稳态的时间对应缩短
三、 选择题
１．Ｃ　　２．Ｄ　　３．Ｂ　　４．Ｃ　　５．Ａ
四、 作图题
１．将图 １１ ２ ３ 中的元件连接成单稳态触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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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Ａ１１ ３
２．单稳态触发器的输出波形如图 Ａ１１ ４ 所示。

图 Ａ１１ ４

11．3　施密特触发器练习题
一、 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二、 填空题
１．输入触发信号
２．上限触发电平 VＴＨ 　　　　下限触发电平 VＴＬ

３．VＴＨ －VＴＬ

４．波形变换　　整形处理　　幅度鉴别
５．ＣＭＯＳ　　ＴＴＬ　　施密特反相器　　施密特与非门
６．单稳态触发器　　施密特触发器
三、 选择题
１．Ｄ　　２．Ｄ　　３．Ａ　　４．Ｃ　　５．Ｂ　　６．Ａ
四、 作图题
如图 Ａ１１ ５ 所示。
五、 计算题
VＴＨ ＝R１ ＋R２

R２
VＴ ＝３．６ Ｖ，

VＴＬ ＝R１ ＋R２
R２

VＴ －R１
R２
VＣＣ ＝１．２ 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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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Ａ１１ ５

ΔVＴ ＝R１
R２
VＤ Ｄ ＝２．４ Ｖ

11．4　555时基电路及其应用练习题
一、 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二、 填空题
１．电压比较器　　电阻分压器　　基本 RS 触发器　　输出缓冲器　　开关管
２．８ Ｖ　　４ Ｖ
３．低　　高
４．触发输入
５．锯齿波　　矩形波　　相同
６．３ ～１８ Ｖ
７．多谐　　施密特
三、 选择题
１．Ａ　　２．Ｄ　　３．Ｂ　　４．Ｃ　　５．Ｄ
四、 作图题
vＯ 的波形如图 Ａ１１ ６ 所示。

图 Ａ１１ ６
五、 计算题
１．f＝３４０ Ｈｚ；D＝８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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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回差电压越大，施密特触发器的抗干扰能力越强，但灵敏度越低。
当 VＤ Ｄ ＝１２ Ｖ 时，VＴＨ ＝８ Ｖ，VＴＬ ＝４ Ｖ，ΔVＴ ＝４ Ｖ。
３．该电路为 ５５５ 单稳态触发器，tＷ ＝１．１ ｍｓ。

第 11章　脉冲波形的产生与变换单元测试卷
一、 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二、 填空题
１．脉冲信号源
２．RC 定时元件
３．门电路　　石英晶体
４．石英晶体的串联谐振频率　　无关
５．单稳态触发器　　施密特触发器
６．暂稳态时间 tＷ
７．上限触发电平 VＴＨ 　　下限触发电平 VＴＬ

８．数字　　模拟
９．ＴＴＬ 型单时基电路　　ＣＭＯＳ 型单时基电路
１０．多谐振荡器　　单稳态触发器　　施密特触发器
１１．输入触发信号
１２．VＴＨ

三、 选择题
１．Ｃ　　２．Ａ　　３．Ｄ　　４．Ｂ　　５．Ａ　　６．Ｂ　　７．Ａ　　８．Ｃ　　９．Ｃ　　１０．Ｂ
四、 简答题
１．图 １１ ２ 所示是石英晶体多谐振荡器的电路，电路中石英晶体的作用是选频，它只让频

率等于其串联谐振频率的信号通过并形成正反馈。 这样，该电路的振荡频率就等于石英晶体的
串联谐振频率。

２．图 １１ ３ 所示为施密特触发器的电路。 当光线强时，光敏三极管 Ｖ 导通，输入电压 VＩ 的

值增大，当大于 VＴＨ时，电路状态翻转，输出为低电平，发光二极管 ＬＥＤ 暗。
当光线弱时，光敏三极管 Ｖ 截止，输入电压 VＩ 的值变小，当低于 VＴＬ时，电路状态就发生翻

转，输出为高电平，发光二极管 ＬＥＤ 亮。
五、 作图题
１．用 ５５５ 时基电路接成施密特触发器、单稳态电路、多谐振荡器如图Ａ１１ ７（ａ）、（ｂ）、（ｃ）所示。
２．单稳态触发器的输出波形如图 Ａ１１ ８ 所示。
六、 计算题
１．tＷ ＝０．７RC ＝１０５ μ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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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Ａ１１ ７

图 Ａ１１ ８

２．由 tＷ ＝１．１RC，可得 R ＝ tＷ
１．１Ｃ ＝ １５０ ×１０ －６

１．１ ×６ ２００ ×１０ －１２Ω＝２２ ｋΩ。
３．该电路是 ５５５ 时基电路组成的多谐振荡器。
T ＝０．７（R１ ＋２R２）C１ ＝１４３．６ μｓ，
f＝１
T ＝６．９６ ｋＨｚ。

枟电子线路枠数字电路期中考试卷
一、 单项选择题
１．Ａ　　２．Ｂ　　３．Ｃ　　４．Ｂ　　５．Ａ　　６．Ｂ　　７．Ｃ　　８．Ｄ　　９．Ａ　　１０．Ｄ
二、 多项选择题
１．ＢＤ　　２．ＢＤ　　３．ＡＢ　　４．ＡＢＣ　　５．ＡＤ　　６．ＢＤ　　７．ＡＣＤ　　８．ＡＢＣ
９．ＢＤ　　１０．ＡＣ
三、 填空题
１．开关
２．十进制　　二进制
３．逢二进一　　幂
４．0　　1
５．1011001
６．0101
７．逻辑图　　真值表　　逻辑函数式
８．编码器　　译码器　　数据选择器　　数据分配器
９．高电平状态　　低电平状态　　高阻状态　　EN　　控制三态门的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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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３
１１．８
１２．７　　阳
四、 分析计算题
１．Y ＝ABC ＋A B C ＋A BC ＋ABC。
２．Y ＝A磑B。
３．Y ＝（A ＋B）（A＋B） ＝A B ＋AB。
４．（１） D 端输入信号送至输出端 Y６ 。
（２） 设置 A２A１A０ ＝101。
５．（１） 数码管显示的是数字“７”。
（２） A３A２A１A０ ＝0010。
五、 作图题
１．

图 ＡＴ３ １
２．Y１ ＝ABC，输入全高，输出才高；Y２ ＝A ＋B ＋C，输入全低，输出才低。

图 ＡＴ３ ２３．
　　　　　　　表 AT3 1

输入 输出

I３ I２ I１ I０ Y１ Y０
0 0 0 1 0 0
0 0 1 0 0 1
0 1 0 0 1 0
1 0 0 0 1 1

图 ＡＴ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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枟电子线路枠数字电路期末考试卷
一、 单项选择题
１．Ｂ　　２．Ｄ　　３．Ｃ　　４．Ｂ　　５．Ａ　　６．Ｄ　　７．Ｄ　　８．Ｂ　　９．Ｃ　　１０．Ａ
二、 多项选择题
１．ＡＢ　　２．ＢＤ　　３．ＡＢＤ　　４．ＢＣ　　５．ＡＤ　　６．Ｃ　　７．ＣＤ　　８．ＡＢＣ　
９．ＢＣ　　１０．ＡＢＤ
三、 填空题
１．５ Ｖ
２．七段数码显示器　　显示十进制数字及部分字母
３．原来的状态
４．Q
５．相反
６．整形　　１．１RC
７．RS 触发器　　JK 触发器　　D触发器　　T 触发器
８．0 状态　　1 状态
９．置 1　　置 0
１０．1
１１畅计数器
１２．寄存器
１３．４
１４．３　　７　　１５
１５．数码　　移位
四、 分析计算题
１．（１） 电路名称为 ５５５ 多谐振荡器，功能是自激产生脉冲信号。
（２） f１ ＝ １

０．７（R１ ＋２RＰ ＋２R２ ）C
＝ １
０．７ ×（１ ＋２ ×１０ ＋２ ×１） ×０．０１ ×１０ －３ Ｈｚ≈６畅２ ｋＨｚ，

f２ ＝ １
０畅７（R１ ＋RＰ ＋２R２ ）C ＝ １

０畅７ ×（１ ＋１０ ＋２ ×１） ×０畅０１ ×１０ －３ Ｈｚ≈１１ ｋＨｚ。
２．tＷ ＝０．７RC ＝７０ μｓ。
五、 作图题
１．
２．
３．电路实现 D触发器的功能。

ＡＴ４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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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ＡＴ４ １

图 ＡＴ４ ２

图 ＡＴ４ ３
４．

图 ＡＴ４ ５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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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学习卡账号附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相关中职教材封底防伪码中赠送。
请使用本书封底标签上防伪明码作为登录账号，防伪密码作为登录密码，登录“ｈｔｔｐ：／／ｓｖｅ．

ｈｅｐ．ｃｏｍ．ｃｎ”或“ｈｔｔｐ：／／ｓｖｅ．ｈｅｐ．ｅｄｕ．ｃｎ”，可获得累计 ２０ 小时中职课程的多项增值服务，进行网
上学习、下载资源和答疑等服务。

中职教师通过收集 １０个有效学习卡账号和密码，登录网站，注册获得会员账号，可获得累计 １００小
时教师网上资源，包括电子教案、演示文稿、教学素材及教学资料等。



························································································································· 参 考 答 案 ················

学习卡账号自登录之日起一年内有效，过期作废。 会员账号自注册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使用本学习卡账号如有任何问题，请发邮件至：４Ａ＿ａｄｍｉｎ＿ｚｚ＠ｈｅｐ．ｅｄｕ．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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