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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陈永真、曹洪奎、李光林、孟丽囡、宁武编*的《现代电子技术》在模拟电子技术课程的
基础上，对模拟电子线路的主要器件——集成运算放大器的由来、分类、特性做了详细
分析。涉及的内容主要有：集成运算放大器在高共模抑制比、微弱信号放大、高速放大
、有源滤波器、各类比较器等电路的原理、设计以及参数选择；光电耦合器原理与应用
，功率半导体器件应用与性能分析；功率驱动解决方案；反激式DC
／DC变换器原理与设计实例。
本书的读者对象主要为电气电子工程师、科研人员、电类各专业相关高校／职业学校学
生和教师、电子技术爱好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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