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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算放大器及其应用》

内容概要

《运算放大器及其应用》主要介绍运算放大器的原理以及各种实际应用电路，包括运算放大器电路在
传感技术、振荡器领域应用的设计和计算方法，滤波器电路以及信号的转换电路，电流反馈型运算放
大器的特性，运算放大器在低噪声、高精度测量技术中的应用以及强化运算放大器的输出能力的方法
。另外，还介绍也在电子机械技术领域具有重要应用价值的直流电动机的控制电路。
运算放大器技术的捷径。电子学电路的标准已经由以往的晶体管、二极管等分立器件组成的电路变为
使用运算放大器的电路。《运算放大器及其应用》可供电子技术领域的工程技术人员、相关专业大学
生以及广大电子爱好者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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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运算放大器基础　　1.1　运算放大器的重要地位　　模拟计算机（analog computer）曾经
是重要的计算工具，现在已经很少见到了。不久前，如果说起计算机的话还指的是模拟计算机和数字
计算机（digital computer），数字计算机也称为计数型计算机，而现在就只称为计算机了。　　所谓模
拟计算机就是利用电路以模拟量原封不动地解析微分方程的装置。模拟计算机中的重要部件就是运算
放大器。　　随着数字计算机的发展，模拟方式的缺陷逐渐凸现出来，它的发展也就逐渐停滞不前了
。下列几项是模拟计算机逐步衰颓、数字计算机（现在主要是个人计算机）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1）虽然模拟计算机的计算速度比数字计算机快，但是数字计算机的速度逐年提高得很快。　　
（2）数字计算机中计算值的暂存简单，而模拟计算机在计算中虽然也可以勉强进行记忆，但是记忆
所需的时间和成本都是不现实的。　　（3）模拟器件根本性的缺陷是精度差。它对电路的苛刻要求
几乎是理想化的，在制作过程中很难实现。例如电阻器的电阻值会随环境温度变化，长时间的使用也
会使参数发生变化。即使进行补偿，效果也并非完美。另外运算放大器只是在正负电源电压范围内的
计算才是准确的。但是数字计算机的精度只是由位数决定，而且现在提高位数进行计算已经不需增加
成本。　　尽管要求运算放大器进行精确计算有些勉为其难，但是它的优点还是很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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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算放大器及其应用》

编辑推荐

　　本书介绍了运算放大器的原理以及各种实际应用电路。作为范例，针对在传感技术、振荡器领域
的广泛应用，详细介绍了运算放大器电路的设计以及参数的计算方法。针对降低控制电路中噪声影响
的问题，介绍了滤波器电路以及信号的转换电路。还介绍了如何利用电流反馈型运算放大器提高高频
增益特性，运算放大器在低噪声、高精度测量技术中的应用，运算放大器怎样与射极跟随器结合，强
化运算放大器的输出能力。此外还介绍了在电子机械技术领域具有重要应用价值的直流电动机的控制
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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