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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与电子技术基础 

（2022 版） 

一、考试内容和要求 

电工与电子技术基础包括电工基础及电子技术基础两部分。电工基础部分：电路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定

律、直流电路、电容器、磁场与电磁感应、单相交流电路、三相交流电路；电子技术基础部分：常用半导

体器件、放大电路、直流稳压电源、集成运算放大器、晶闸管电路、组合逻辑电路、时序逻辑电路。内容

比例：电工基础部分约为 50%，电子技术基础部分约为 50%。对知识的要求从低到高分为了解、理解（掌

握）及综合应用三个层次。 

了解：能知道有关的名词、概念、定律、原理的意义，并能正确认识和表达。 

理解（掌握）：在了解的基础上，能全面把握基本概念或基本原理，并能正确应用这些知识解决相关

问题。 

综合应用：能通过多个知识点分析解决较复杂的问题。  

电工基础部分 

（一）电路基础知识 

1．了解电路的基本组成和基本功能，认识电路的基本元器件，了解电气简图中常用图形符号的标准

画法。 

2．了解稳恒直流电、脉动直流电和交变电流的特点，理解电压、电位和电动势的概念，理解电流、

电压的参考方向和实际方向的概念。 

3．了解电阻率的概念和电阻的计算式，了解常用电阻器的主要参数及部分敏感电阻器的特点。 

4．掌握部分电路欧姆定律，了解全电路欧姆定律，会用全电路欧姆定律分析电路的三种工作状态，

通过实验掌握测量电源电动势和内阻的方法。 

5．理解电功、电功率的概念，掌握电功、电功率和焦耳热的计算，了解电器设备所标额定值的含义。 

6．能用万用表正确测量电流、电压和电阻，并能用兆欧表正确测量绝缘电阻。 

（二）直流电路 

1．了解电阻串联、并联电路的特点及其实际应用，能综合运用欧姆定律和电阻串、并联关系分析计

算简单电路。 

2．了解复杂电路和简单电路的区别，掌握基尔霍夫第一定律、第二定律的内容，并了解其应用。 

3．掌握叠加原理及其适用条件，会用叠加原理分析计算简单的多电源电路。 

4．掌握戴维南定理，会用戴维南定理分析计算电路，会通过实验验证戴维南定理，理解负载获得最

大功率的条件和功率匹配的概念。 

5．了解电压源和电流源的特点及其等效变换，会用电源电路的等效变换分析计算电路。 

6．掌握直流电桥的平衡条件和用直流电桥测量电阻的方法，了解不平衡直流电桥的应用。 

（三）电容器 

1．了解电容器的结构和类型，了解电容器的主要参数和决定平行板电容器电容大小的因素，理解容

抗的感念，掌握电容“隔直流，通交流，阻低频，通高频”的特性。 

2．掌握电容器的串联、并联特性，认识常用电容器的符号和标识。 

3. 了解电容器的储能特性及 RC 电路过渡过程中时间常数的概念。 

（四）磁场与电磁感应 

1．了解电流的磁场，理解磁感线和磁场的概念，会用右手螺旋定则（安培定则）判断直线电流和环

形电流的磁场方向。 

2．理解磁场对电流的作用力（电磁力），会用左手定则判断电磁力的方向，理解磁感应强度、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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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导率的概念。 

3．了解电磁感应现象及其在生产生活中的广泛应用，理解感应电动势的概念，会用右手定则判断感

应电动势的方向，掌握楞次定律及其分析方法，理解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4．理解自感系数和互感系数的概念，理解同名端的概念，理解电感线圈的储能特性，会判断和测定

互感线圈的同名端。 

5. 了解磁路欧姆定律。 

（五）单相交流电路 

1．了解正弦交流电的产生和特点，理解正弦交流电的有效值、频率、初相位及相位差的概念。 

2．掌握正弦交流电的三种表示方法。了解纯电阻、纯电感、纯电容交流电路中电压与电流之间的相

位关系和大小关系，理解交流电路中电抗、阻抗和阻抗角的感念，了解 RLC 串联、并联电路中电压与电

流之间的关系，会用相量图分析计算 R、L、C 组成的简单交流电路。 

3．了解交流电路中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和视在功率的概念。 

4．了解 RLC 串联、并联谐振电路的条件、特点与应用。 

5．了解感性负载提高功率因数的常用方法。 

（六）三相交流电路 

1．了解三相交流电的产生和特点，掌握三相四线制电源的线电压和相电压的关系。 

2．掌握三相对称负载星形连接和三角形连接时，负载相电压与线电压、相电流与线电流的关系以及

功率的计算，理解中线的作用。 

3．在已知电源电压和负载额定电压的条件下，会确定三相负载的连接方式。 

4. 理解电路中功率因数的概念。 

5. 了解三相四线制、三相五线制和三相三线制的供电方式。 

电子技术基础部分 

 

（一）常用半导体器件 

1．了解半导体的基本知识，掌握 PN 结的单向导电性，掌握半导体二极管的结构、符号、分类、主要

参数和伏安特性，会分析二极管在电路中的工作状态。 

2．了解发光二极管、光电二极管和变容二极管的作用及工作特点，掌握稳压二极管的工作特性和主

要参数。 

3．掌握半导体三极管的结构、符号、分类、电流分配关系及电流放大作用等，了解三极管的特性曲

线及主要参数，会判断三极管的工作状态。 

4．熟悉二极管和三极管的识别与检测的基本方法。 

（二）放大电路 

1．了解放大电路的基本概念和分类。 

2．了解共射极放大电路的组成及工作原理。 

3．了解分压式射极偏置电路的组成，理解分压式射极偏置电路稳定静态工作点的原理。 

4．掌握共射极放大电路和分压式射极偏置电路的图解分析方法、直流通路和交流通路的画法，会近

似估算上述放大电路的静态工作点、输入输出电阻和电压放大倍数。 

5．了解射极输出器的组成、特点、应用和静态工作点的估算方法。 

6．了解多级放大电路的概念、耦合方式的分类，以及电压放大倍数和输入、输出电阻的计算。 

7．掌握反馈的概念、作用和分类，会判别反馈类型，了解负反馈对放大电路性能的影响。 

8．了解功率放大器的分类及原理，掌握常用功率放大电路的功能和特点。   

（三）集成运算放大器 

1．了解差动放大电路的组成、抑制零点漂移和放大作用。 

2．了解理想集成运放的符号和电压传输特性，明确运放的理想化条件。 

3．掌握由集成运放构成比例运算、加法运算和减法运算的电路结构，能运用“虚短”和“虚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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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分析上述运算电路的输入与输出关系。 

4．掌握集成运放开环状态下的分析方法，掌握单门限比较器、双门限比较器和方波发生器的组成和

工作原理，了解 RC 桥式振荡电路的电路组成和振荡频率。 

（四）直流稳压电源 

1．掌握整流电路和滤波电路的组成、输出波形和简单计算。 

2．掌握晶体管串联稳压电源的组成和稳压原理。 

3．掌握固定式三端集成稳压器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应用。 

（五）晶闸管电路 

1．了解晶闸管的结构和符号，掌握其工作原理、特性曲线和主要参数。 

2．了解晶闸管的可控的单向导电性。 

3．了解常用可控整流电路及其工作原理。 

4．了解单结晶体管的符号和工作特点，了解其主要参数。 

5．了解单结晶体管触发电路的工作原理。 

 （六）组合逻辑电路 

1．理解基本逻辑关系，掌握基本逻辑门的符号和功能。 

2．掌握常用复合逻辑门的符号和功能。 

3．掌握二进制数、十进制数的概念及相互转换。 

4．掌握逻辑运算规则及定律，掌握逻辑函数的化简方法。 

5．掌握由门电路构成的组合电路的分析方法。 

6．掌握常用集成组合逻辑电路编码器、译码器和显示器的概念和功能。 

（七）时序逻辑电路 

1．掌握 RS 触发器、JK 触发器、D 触发器和 T 触发器的逻辑功能和基本应用。 

2．理解时序电路的概念、特点及分析方法。 

3．掌握计数器和寄存器的概念、分类和功能。 

二、试卷结构 

（一）考试形式和时间 

考试采用闭卷笔试形式，试卷满分 150 分，考试时间 120 分钟。 

（二）试题内容比例 

电工基础部分                                         约 50% 

电路的基础知识                                      约 10% 

直流电路                                            约 20% 

电容器                                              约 3% 

磁场及电磁感应                                      约 2% 

单相交流电路                                        约 10% 

三相交流电路                                        约 5% 

电子技术基础部分                                     约 50% 

常用半导体器件                                      约 4% 

放大电路                                            约 10% 

直流稳压电源                                        约 6% 

集成运算放大器                                      约 8% 

晶闸管电路                                          约 2% 

组合逻辑电路                                        约 10% 

时序逻辑电路                                        约 10% 

（三）题型比例 

选择题                                              约 30% 

填空题                                              约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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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题（作图﹑分析﹑计算）                          约 40% 

（四）难易比例 

较容易题                                            约 40% 

中等难度题                                          约 50% 

较难题                                              约 10% 

三、参考教材： 

1．《电工基础》  全国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电工类专业通用教材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第五版 

2．《电子技术基础》全国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电工类专业通用教材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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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与电子技术基础样卷 

第Ⅰ卷 

    注意事项： 

    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 2B 铅笔将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

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 

一、选择题（本题共 16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48 分） 

1．测得一有源二端网络的开路电压 120V，短路电流为 2A，负载从该网络获得的最大功率是（  ）W。 

A．60 B．120 C．240 D．480 

2．同一相量图中的两个正弦交流电，（     ）必须相同。 

A．有效值 B．初相 C．频率 D．最大值 

3．三相对称负载接到三相对称电源中，负载作星形联接时的功率是作三角形联接时功率的（     ）

倍。 

A．1/3 B． 2  C． 3  D．3 

4．已知一个电阻上的电压为 U=10V，测得电阻上所消耗的功率为 20W，则这个电阻的阻值为（     ）。 

A．5 Ω B．10 Ω C．20 Ω D．40 Ω        

5．多级放大器的电压放大倍数等于（     ）。 

A、各级电压放大倍数的总和； 

B、各级电压放大倍数的差； 

C、各级电压放大倍数的乘积； 

D、各级电压放大倍数的商； 

6．在电阻元件的交流电路中，下列表达式错误的是（    ）。 

A． RIU


  B． RIU mm



  

C． iRu   D． iRU   

7．RLC 串联电路发生谐振时，下列叙述不正确的是（     ）。 

A．电容两端电压为 0 B．电路的阻抗模达到最小 

C．电路中的电流达到最大 D．电路呈现阻性  

8．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感应电流产生的磁通总是与原磁通的方向相反 

B．感应电流产生的磁通总是与原磁通的方向相同 

C．感应电流产生的磁通总是阻碍产生它的磁通的变化 

D．以上说法都不正确 

9．某一单相桥式整流电路，已知电源变压器二次侧电压为 10V，则其输出电压应等于（     ）V。 

A．4.5 B．10 C．12 D．9 

10．三极管的交流等效电路不适合于分析放大电路的（     ）。 

A．静态工作点 B．电压放大倍数    C．输入电阻      D．输出电阻 

11．解决零点漂移最有效的方法是采用（     ）电路。 

A．共射极放大     B．共集电极放大    C．差动放大      D．功率放大 

12．摩根定律（反演律）的正确表达式是：（     ）。 

A．  B．  

A B A B  A B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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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13．利用半导体二极管的（     ）特性可实现整流。 

A．限幅 B．稳压 C．单向导电      D．放大 

14．要求输入电阻 Ri增大、输出电流 i0 稳定，应引入（     ）。 

A．并联电流负反馈 B．并联电压负反馈      

C．串联电流负反馈 D．串联电压负反馈 

15．当三极管（     ）时处于饱和状态。 

A．发射结和集电结均处于反向偏置 

B．发射结正向偏置，集电结反向偏置 

C．发射结和集电结均处于正向偏置 

D．发射结反向偏置，集电结正向偏置 

16．L=0.314H 的电感元件用在 f=50Hz 的正弦交流电路中，其感抗值 X
L
为（     ）。 

A．31.4      B．98.59      C．0.01      D．9.859 

第Ⅱ卷 

    注意事项： 

    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将答案书写在答题卡指定位置，答在指定位置外或直接答在本试卷上的无

效。 

二、填空题（本题每空 2 分，共 42 分） 

 

17．两种同种材料的电阻丝长度之比为 1:5，截面积之比为 2:3，它们的电阻之比为            ，将它

们并联时，电流之比为            。 

18．通电线圈的周围存在磁场，磁场的方向不仅与            有关，还与            有关。 

19．（1101）2=（              ）10 

20．1 安培的电流通过 1 欧姆的电阻时，该电阻在 1 分钟内其横截面上通过的电量为_____库仑，电流做

的功是       J，产生的热量是      J。 

21．各支路电阻值如图 1 所示，则 ab 之间的等效电阻
abR          。 

               

22．如图 2 示电路中，已知
1 2AI  ，

3 4AI   ，则 2I         A 。 

23．电路如图 3 所示，A 点电位
AV          V。 

A B B A  A B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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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三极管放大的条件是发射结            ，集电结            。 

25．三相对称负载作三角形连接时，外接 380V 交流电源，测出三相有功功率为 9120W，相电流为 10A。

每相负载的功率因数为         。 

26．二极管外加正向电压且大于死区电压时，二极管         ；二极管外加反向电压且小于反向击穿电

压时，二极管        。 

27．对于 RLC 并联的正弦交流电路，已知 8AR C LI I I   ，则该电路的总电流为             A 。 

28．提高功率因数 cos 应在保持           不变的条件下进行，常用的方法是在        的两端并联

电容。 

29．放大电路的静态是指没有            信号输入时，电路的工作状态。 

30．D 触发器的特征方程为             。 

 

三、分析作图题（本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5 分，共 20 分。） 

31. 如图 4 所示电路中，已知 6E  V，设二极管 V 为理想元件，试根据输入
iu 的波形，对应画出输出

ou

的波形，要求写出必要的分析过程。 

 

 

 

 

 

 

 

 

32．三个相同的电感性负载接成三角形。已知电源线电压 380VlU  ，线电流 10AlI  ，每个负载均消

耗 2KW。求每相负载的电阻、电抗和功率因数。 

33. 分析图 5 所示电路，试写出输出 Y1 和 Y2 的逻辑表达式，并根据 A、B 的输入波形，画出 Y1 和 Y2

的输出波形图。 

 

图 5 

34．图 6 所示电路中，已知 R=40Ώ，XL=80Ώ，XC=40Ώ，电源电压 u=220 2 sin314tV。 

求：（1）电流的瞬时值表达式；     

（2）各元件电压的有效值相量； 

ui 

12V 

-12V 

0 

uo 

0 

图 4 

 

+ 

- - 

ui uo 

+ 
R 

V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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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功功率 P 和功率因数。 

i

u

R

L

C

u

u

u

R

L

C

+

－
+

－

+

－

+ －

 

图 6 

 

四、分析计算题（本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40 分。） 

35．图 7 所示电路中，已知：U
S
=9V，I

S
=3A，R

1
=6，R

2
=3。试用叠加定理求电流 I

1
和 I

2
。计算各元

件的功率。 

I
I

I
U

R

RS

S

1

1

2

2

.

.

－

+

 

图 7 

36．逻辑电路如图 8 所示。写出输出 F 的逻辑表达式并化简、分析电路的逻辑功能。 

 

图 8 

37. 图 9 所示电路，已知 RF=20KΩ，R1=10KΩ，R2=20KΩ，R3=10KΩ，ui=3V，试求出输出电压 uo。 

 

 

 

 

 

 

 

38．放大电路如图 10 所示，已知三极管的 UBE=0.6V，电流放大系数=50，试求： 

（1）计算静态工作点； 

（2）画出放大电路的等效电路，确定 IBQ、ICQ、UCEQ ；； 

（3）计算放大电路输入电阻
iR 、输出电阻

oR 及电压放大倍数Au。 

∞ 

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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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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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与电子技术基础样卷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本题共 16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48 分）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答案 A C A A C D A C D A C D C C C B 

二、填空题（每空 2 分，共 42 分） 

17．3:10，10:3；      18．通电电流方向, 线圈的绕向；  19．13；     

20．60,  60，60；     21．5；                        22．-2；   

23．2；              24．正偏，反偏；               25．0.8；     

26．导通，截止；     27．8；                        28．P 及 U，感性负载；   

29．交流；           30． DQn 1

 

三、分析作图题（本题共 4 道题，每小题 5 分，共 20 分。） 

31. 解： 

ui>-6V 时，uo=ui 

ui<-6V 时，uo=-6V 

 

 

 

 

 

32. 解： cos3 I PU PP   

由题目已知条件得: 
1032cos

3

10
380cos  I PU PP  

故 909.0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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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o 

0 



11 

 

33. 解：           

 Y1 = BA               

Y2 = AB               

 

34．解： 

（1）Z=R + j（XL-Xc）=  40 + j（80-40）= 40 + j 40 Ώ        

     A)o45-314sin(5.5 ti                     

（2） o156 -45 VU R I
R i
                  

     o3 1 2 4 5 VU j X I
L L
                             

     
o- 1 5 6 - 1 3 5 VC CU jX I                        

（3） 2 23.89 40 605WP I R                  

          COSΦ=0.707   

四、分析计算题（本题共 5 道题，每小题 8 分，共 40 分。） 

35．解： 

I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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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单 独 作 用 时： A1
S

21

2
1




 I
RR

R
I   I2' =2 A   

US 单 独 作 用 时： A1

21

S
21





RR

U
II          

叠 加 得：I1 = I1' + I1" =2 A I2 = I2'－I2"=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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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11  

 RI
R

PRI
R

P                  

36．解：        BAABBAABBAF                

     分析逻辑功能：  A 和 B 全为 0 时，   F=1； 

A 和 B 不全为 0 时， F=0；     “或非” 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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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解： 2

2 3

2VP i

R
u u

R R
 


 

2VN Pu u  ，  

1R

u

R

uu N

F

NO 


 

1

(1 ) 6VF
O N

R
u u

R
    

38．解：                              

   （1）   
 4 . 7 1 2B 2 C CV  2 . 1 V

B 2 2 4 . 7
B 1 B 2

R U

R R


  

 
 

          
V  - 2.1-0.6B BE  1.5mA

EQ 1000
E

U
I

R
    

          
 1.5E  0.0294mA

BQ 1 β 51

I
I   


    

β 1.37 mA
CQ B

I I                                               

          12 - R - R   12 - 2.5 1.37 -1 1.4 V 7.18V
CEQ C C E E

U I I            

（2） 

                             

（3）       Ωk 08.1

B

mV 26
Ω 200

be


I
r ，  

              
1 2/ / / / 0.85 kΩi B B beR R R r    

              2.5kΩo CR R   

              85-
08.1

25.1
50-

be

L
//

C-β 
r

RR

u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