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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１）犞犉＝－０．７Ｖ；（２）犞犉＝２．３Ｖ。

１４　犞犉＝１．５ｓｉｎω狋Ｖ。

１８　犐Ｚ＝１５ｍＡ＜犐Ｚｍａｘ＝２５ｍＡ，稳压二极管合适。如果流过稳压二极管的电流

超过最大稳定电流，可以增大电阻犚１ 的值，或减小犚２ 的值，使得通过稳压二极管的电

流小于犐Ｚｍａｘ。

１９　最多能获得４Ｖ，０．７Ｖ两种稳定电压值。

１１０　（ａ）犝ｏ＝２５Ｖ；（ｂ）犝ｏ＝９．７Ｖ。

１１１　（ａ）ＰＮＰ型锗管，② 管脚是基极，① 管脚是发射极，③ 管脚是集电极；

（ｂ）ＮＰＮ型硅管，① 管脚是基极，③ 管脚是发射极，② 管脚是集电极。

１１２　（１）犐Ｂ＝２６．５μＡ，犐Ｃ＝２．６５ｍＡ，犝ＣＥ＝５．３７５Ｖ＞０．７Ｖ＝犝ＢＥ，故三极管工

作在放大状态；

（２）若将犚Ｂ 改为９５ｋΩ，则三极管处于饱和状态。

１１３　β＝５０，犐ＣＥＯ＝１０μＡ，犝（ＢＲ）ＣＥＯ＝５０Ｖ，犘ＣＭ＝５０ｍＷ。

１１５　０．６７×１０
－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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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ａ）不满足；（ｂ）满足；（ｃ）满足。

２３　（１）截止，减小犚Ｗ；（２）饱和，增大犚Ｗ。

２５　２ｍＡ，１２ｍＷ，４ｋΩ。

２６　犐Ｂ＝１４．３μＡ，犐Ｃ＝０．７１５ｍＡ，犝ＣＥ＝４．７Ｖ。

２７　（１）负温度系数。

２８　（１）５６５ｋΩ，３ｋΩ；（２）０．８ｍＡ。

２１０　（１）１３．７μＡ，１．１ｍＡ，４．０８Ｖ；（２）４．２９ｋΩ，５．１ｋΩ；（３）２０ｍＶ；

（４）１．９４Ｖ。　

２１２　（１）２８μＡ，１．４ｍＡ，４．４Ｖ，１．２５ｋΩ；（２）－１９．２ｍＶ，１９．５ｍＶ；

（３）８．４ｋΩ；（４）２ｋΩ，２７Ω。

２１３　（１）４０μＡ，１．６ｍＡ，４Ｖ；（２）１７．３５；（３）４．７３ｋΩ，２．１９ｋΩ。

２１４　（１）９．６６μＡ，０．５８ｍＡ，６．２Ｖ；（３）０．９９２，０．９８９；（４）２２２ｋΩ，６０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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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５　乙放大器。

２１８　差模输入电压为１０ｍＶ，共模输入电压为１０ｍＶ。

２１９　（１）１０Ｖ；（２）０．１。

２２０　（１）犐Ｂ＝１８．７μＡ，犐Ｃ＝１．８７ｍＡ，犝ＣＥ＝７．１２Ｖ；（２）１．８８Ｖ；（３）０．９４Ｖ。

２２２　（１）犐Ｄ＝０．５ｍＡ，犝ＧＳ＝－１Ｖ；（２）犃
·

ｕ＝－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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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线性最大输入电压绝对值｜狌＋ －狌－｜＝｜狌ｏ／犃ｄ｜＝６５μＶ。（１）＋５Ｖ；

（２）－３Ｖ；（３）－１３Ｖ；（４）＋１３Ｖ。

３２　运用戴维南定理简化电路，狌ｏ＝－
５

１＋１
×（－１）＝２．５Ｖ。

３３　叠加定理是分析多个输入信号集成运放电路的常用方法，它可以把较复杂的

组合运放电路分解成几个简单基本的集成运放电路求解。先解出第一个集成运放的输

出狌ｏ１的表达式

狌ｏ１＝ １＋
犚１
犓犚（ ）

１

狌ｉ１＝ １＋
１（ ）犓 狌ｉ１，

第二级是差分输入，有两个输入狌ｉ２和狌ｏ１，运用叠加定理得

狌ｏ＝ １＋
犓犚２
犚（ ）
２

狌ｉ２－
犓犚２
犚２
狌ｏ１＝（１＋犓）狌ｉ２－犓 １＋

１（ ）犓 狌ｉ１＝（１＋犓）（狌ｉ２－狌ｉ１）。
３４　－４Ｖ。

３５　狌ｏ＝ １＋
犚Ｆ

犚１∥犚（ ）
２

狌ｉ３－
犚Ｆ
犚１
狌ｉ１－

犚Ｆ
犚２
狌ｉ２。

３７　３＝
犚ｘ
１００
×６　　　　犚ｘ＝５０ｋΩ。

３８　狌ｏ＝－
１

犚犆∫
狋

－∞
狌犻ｄ狋＝狌（０）－

１

犚犆∫
狋

０
狌ｉｄ狋＝－

犈
犚犆
狋；

犜Ｍ＝
犝ｏＭ犚犆

犈
。

根据此画出的积分运算电路的阶跃响应波形如右图（注意输出狌ｏ 不会无限增长，

当达到集成运放的输出饱和值时，积分作用停止）。

３１０　犻ｏ＝犻犚＝
犝犚

犚
＝
狌ｓ
犚
，从犻ｏ表达式可见犻ｏ和负载犚Ｌ 大小无关，此电路将电压信

号转化成电流信号。

３１１　狌ｏ＝２狌ｉ。

３１２　狌ｏ＝－
１

犚１犆∫狌ｉ１ｄ狋－
１

犚２犆∫狌ｉ２ｄ狋。

３１３　狌ｏ＝
１

犚犆∫（狌ｉ２－狌ｉ１）ｄ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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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４　参考习题３３。

３１５　狌ｏ＝ １＋
犚Ｆ（ ）犚

犚１
犚１＋犚（ ）

２

狌ｉ２＋
犚２

犚１＋犚（ ）
２

狌［ ］ｉ１ ＝４狌ｉ１＋４狌ｉ２。
由于狌ｉ１和狌ｉ２对狌ｏ的影响相同，故犚１＝犚２。

从上式得 １＋
犚Ｆ（ ）犚 ＝８，犚Ｆ＝７犚，所以犚Ｆ＝１４０ｋΩ。

又因为电路需满足平衡电阻的关系

犚∥犚Ｆ＝犚１∥犚２

犚∥犚Ｆ＝２０∥１４０＝１７．５ｋΩ＝犚１∥犚２

犚１＝犚２＝３５ｋΩ

３１７　１０ＭΩ，２ＭΩ，１ＭΩ，２００ｋΩ，１００ｋΩ。

３１８　１ｋΩ，９ｋΩ，４０ｋΩ，５０ｋΩ，４００ｋΩ。

３１９　（ａ）电压并联负反馈；（ｂ）电压串联负反馈。

３２０　交直流电压串联负反馈。

３２１　（ａ）电压并联负反馈；（ｂ）电压串联负反馈；（ｃ）电流串联负反馈；（ｄ）电流

并联负反馈。

３２２　（ａ）电压串联负反馈；（ｂ）电流并联负反馈。

３２３　（１）电压串联负反馈；（２）电压并联负反馈；（３）电流串联负反馈；（４）电流

并联负反馈。

３２４　（１）５３０ｋΩ；（２）２ｋΩ。

３２５　（１）狌ｏ１＝－狌ｉ１，狌ｏ２＝３狌ｉ２，狌ｏ＝ １＋
犚９
犚（ ）
７

犚１０
犚１０＋犚（ ）

８

狌ｏ２－
犚９
犚７
狌ｏ１＝２狌ｏ２－

２狌ｏ１＝６狌ｉ２＋２狌ｉ１；（２）１．２Ｖ。

３２６　狌ｏ和狌ｉ的传输特性曲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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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该电路为单相半波整流电路。（１）１．３８Ａ；（２）４．３３Ａ；（３）２４４．４Ｖ。

４２　计算中要考虑变压器副边绕组和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变压器副边绕组电压大

约要比理论计算值高１０％。（１）犝２＝４４Ｖ，犐２＝２Ａ；（２）２ＣＺ１１Ａ。

４３　（１）变压器副边绕组９０Ｖ和中间１０Ｖ两部分串联通过Ｄ１，犚Ｌ１组成半波整

流电路，犝ｏ１＝４５Ｖ；变压器副边绕组两个１０Ｖ，中心抽头接地，通过Ｄ２、Ｄ３ 组成全波整

流电路，犝ｏ２＝４５Ｖ。（２）犐Ｄ１＝４．５ｍＡ，犐Ｄ２＝犐Ｄ３＝４５ｍＡ，犝ＲＭ１＝１４１Ｖ，犝ＲＭ２＝犝ＲＭ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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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２Ｖ。

４４　（１）依次为５９．４Ｖ、０．１４４Ａ、１．５Ａ、１．３６Ａ；（２）分别计算每组二极管通过

的平均电流和承受的最高反向电压，同时考虑变压器副边绕组和二极管的管压降。选

择的二极管分别为２ＣＰ１１和２ＣＺ１１Ａ；（３）不影响计算结果，只是接反的那个桥式整流

电路的二极管导通次序变换了。

４６　（１）正常；（２）Ｃ开路；（３）犚Ｌ 开路。

４７　（１）输出电压为负，电解电容的极性为下正上负；（２）２０．８Ｖ；（３）８００μＦ；

（４）１００ｍＡ，２９．５Ｖ，选择的二极管为２ＣＰ２１Ａ。

４１２　（１）电容犆１～犆４ 极性均为上正下负；（２）犝ｏ１＝＋１５Ｖ，犝ｏ２＝－１５Ｖ；（３）

两个稳压器的功耗均为９Ｗ。

４１３　输出电压的调节范围：６．９６～１７．７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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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１）不能；（２）能；（３）不能。

５３　１２１°，１．２２Ａ，０．７５５Ａ，３１１Ｖ。

５４　（１）３０°时 ＶＴ：５．１Ａ，７．９Ａ；ＶＤ：７．２Ａ，９．４Ａ；（２）６０°时 ＶＴ：３．３Ａ，５．７

Ａ；ＶＤ：６．６Ａ，８．１Ａ。

５５　６６．８°，５Ａ，３１１Ｖ？

５６　（１）１６７Ｖ，３Ω；（２）７０．７°；（３）９０°，犐ｄＴ＝６．２５Ａ（整流二极管相同），犐Ｔ＝

１２．５Ａ，２３６Ｖ，续流二极管：犐Ｄ＝１７．７Ａ，２３６Ｖ。

５７　犝ｄ＝７８Ｖ，犐ｄ＝３９Ａ，犐２＝３９Ａ；犝ｄ＝７８Ｖ，犐ｄ＝９Ａ，犐２＝９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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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　（１）犉＝犃＋珚犅；（２）犉＝犃＋犆；（３）犉＝犃珚犅＋犆＋犇；（４）犉＝犃＋犅。

６３　波形图（略）；犅＝１时，犉１＝珡犃，犉２＝犃；犅＝０时，犉１＝犃，犉２＝珡犃。

６４　开锁密码１０１０１。

６５　同或。

６６　２线４线译码器。

６７　１位二进制数比较器。

６８　（１）犉＝犃＋犆＋犅犇＝珡犃·珚犆·犅犇逻辑图（略）；

（２）犉＝犃犅＋犆＝犃犅·珚犆逻辑图（略）；

（３）犉＝珡犃＋珚犅＋犆＝犃犅珚犆逻辑图（略）。

６１０　异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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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１　２选１多路选择器。

６１２　判一致电路，即所有输入都相同时，输出为１。

６１３　设二进制数为犃２犃１犃０，犉＝犃２珡犃１犃０＋犃２犃１珡犃０＋犃２犃１犃０＝犃２犃１·犃２犃０，

逻辑图（略）。

６１４　犉＝犃珚犅＋犅珚犆，逻辑图（略）。

６１５　犉＝珡犃珚犅犆＋珡犃犅珚犆＋犃珚犅珚犆＋犃犅犆，逻辑图（略）。

６１６　真值表、表达式如下，逻辑图（略）。

被乘数 乘数 积

Ａ１ Ａ０ Ｂ１ Ｂ０ Ｐ３ Ｐ２ Ｐ１ Ｐ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１ １ ０ １ １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１

珚犘３＝珡犃１＋珡犃０＋珚犅１＋珚犅０

珚犘２＝珡犃１＋珚犅１＋犃０犅０

珚犘１ ＝珡犃１珡犃０＋珚犅１珚犅０＋珡犃１珚犅１

＋珡犃０珚犅０＋犃１犃０犅１犅０

珚犘０＝珡犃０＋珚犅０

６１７　犉＝犃犅犆犇逻辑图（由３个异或门组成，每个异或门由４个与非门组成）。

６１８

６１９

犃 犅 犢３ 犢２ 犢１ 犢０

０ ０ ０ ０ ０ 犐

０ １ ０ ０ 犐 ０

１ ０ ０ 犐 ０ ０

１ １ 犐 ０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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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２０

犃 犅 犉

０ ０ 犢０

０ １ 犢１

１ ０ 犢２

１ １ 犢３

　　６２１　犉＝犃犅＋珡犃珚犅。

６２２　犉＝犃（犅＋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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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３　二进制减法计数器。

７１４　异步五进制加法计数器。

７１５　同步七进制加法计数器。

７１６　异步六进制加法计数器。

７１７　异步六进制加法计数器。

７１８　异步七进制加法计数器。

７１９　十进制计数器。

７２４　５．５ｓ。

７２５　２ｍｓ；０．５ｋＨ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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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　直接使用公式狌ｏ＝－
犝Ｒ

２狀
（犇狀－１×２

狀－１＋犇狀－２×２
狀－２＋…＋犇１×２

１＋犇０×２
０）

（１）当犇０犇１犇２犇３分别为１时，狌ｏ分别为－
５

１６
Ｖ，－

１０

１６
Ｖ，－

２０

１６
Ｖ，－

４０

１６
Ｖ；

（２）当犇３犇２犇１犇０ 全为１时，狌ｏ＝－
７５

１６
Ｖ。

８２　（１）狌ｏ＝０．０２（１×２
６＋１×２３＋１×２２＋１×２０）＝１．５４Ｖ；

（２）根据定义，其分辨率为
１

２８－１
×１００％＝０．３９％；

（３）这个Ｄ／Ａ转换器可以满足精度小于２５％的要求。

８３　
１

２狀－１
＜０．００１／１０，则狀至少为１４位。

８４　分析略，输出与输入的关系式：狌ｏ＝
犐

２４
犚ｆ（犇３×２

３＋犇２×２
２＋犇１×２

１＋犇０×２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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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　在量化过程中，由于取样电压不一定能被量化单位Δ整除，所以不可避免地

存在量化误差。要减小量化误差，应减小量化单位，即减小Δ所代表的数值，Ａ／Ｄ转换

器的位数越多，量化误差越小；采用的量化方法不同，量化误差不同，用四舍五入法量化

时，最大量化误差较小。

８６　已知犳犆犘＝１００ｋＨｚ，则完成一次转换的时间需要狋＝（犖＋２）犜犆犘＝（１０＋２）×

１

１００×１０３
＝１２０μｓ。

若要求狋＜１００μｓ，即犳犆犘＞
１２

１００×１０－６
＝１２０ｋＨｚ。

８７　双积分型Ａ／Ｄ转换器的一次转换时间大于２犜１＝２
２狀

犳犆犘
＝

２９

１０×１０３
＝５１．２ｍｓ。

８８　当狌ｉ为５．１Ｖ和５．９Ｖ时，输出数字量犉２犉１犉０ 都为１０１；狌ｉ为６Ｖ时，输出

可能为１０１，也可能为１１０，所以最大转换误差为１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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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　按存储器的存储功能可分为随机存取存储器ＲＡＭ和只读存储器ＲＯＭ。按

电路可分为双极型（ＴＴＬ）和 ＭＯＳ型两种。易失性存储器又分为动态随机存储器

（ＤＲＡＭ）和静态随机存储器（ＳＲＡＭ）两种。非易失性存储器则分为掩膜 ＲＯＭ、

ＥＰＲＯＭ、ＥＥＰＲＯＭ以及快闪存储器（ＦＬＡＳＨ）。

９２　具有结构简单和非易失性特点。

９３　读写方便，使用灵活，所存数据存在易失性。根据存储单元的工作原理，

ＲＡＭ可分为静态随机存储器（ＳＲＡＭ）和动态随机存储器（ＤＲＡＭ）两大类。

９４　（１）ＡＦＨ＝１７５；（２）９９Ｈ＝１５３；（３）６７Ｈ＝１０３；（４）Ｂ１Ｈ＝１７７。

９５　（１）６４行，６４列；（２）６，６。

９６　６４×８位。

９７　分为Ｉ／Ｏ单元、全局布线区（ＧＲＰ）、万能逻辑块（ＧＬＢ）和输出布线区。

９８　以闪存（ＦＬＡＳＨ）为存储数据载体，具有非易失性、可重复擦写、操作简单等

特点。

９９　可编程逻辑器件（ＰＬＤ），可由用户通过编程实现各种逻辑功能。先后经历了

ＰＲＯＭ、ＰＬＡ、ＰＡＬ、ＧＡＬ、ＣＰＬＤ／ＦＰＧＡ阶段。

９１０　ＦＰＧＡ常采用基于ＳＲＡＭ的查找表逻辑形成结构，ＣＰＬＤ常采用基于乘积

项的内部结构。ＦＰＧＡ采用ＳＲＡＭ进行功能配置，可重复编程，但系统掉电后，ＳＲＡＭ

中的数据丢失。因此，需在ＦＰＧＡ外加ＥＰＲＯＭ，将配置数据写入其中，系统每次上电

自动将数据引入ＳＲＡＭ中。ＣＰＬＤ器件一般采用Ｅ２ＰＲＯＭ 存储技术，可重复编程，并

且系统掉电后，Ｅ２ＰＲＯＭ中的数据不会丢失，适于数据的保密。

９１１　通过编程电缆把计算机和目标电路板相连，然后使用相应的软件向目标电

路板上的器件提供配置或编程数据，从而实现在系统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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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