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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前言
“学习+ 测试”创新图书模式横空出世。“全程免费测试领航电子工程师成长之路”丛书（4 本）是
首次开创的该创新模式图书。
本书超级亮点
笔者凭借多年的教学、科研和百余部著作的以读者为本的写作经验，精心组织编写了《全程免费测试
领航电子工程师成长之路》丛书，希望助您在成长为电子工程师的征途中快乐而轻松地学习，天天进
步。
“学习+ 测试” 创新模式图书是笔者经过20 多年思考形成的一种国内首创图书形式，它具体包括两大
核心内容：
第一，“学习+ 测试”图书形式。全书采用讲解一段内容，紧接着就进入针对性测试的写作形式，所
以全书是“一段学习内容+ 测试，再来一段学习内容+ 测试”架构。测试加深所学知识印象，考察核
心知识掌握程度，使学习效果倍增。
第二，测试平台。为配合这种图书模式和学习形式，笔者团队开发了国内首个“Hello, 电子工程师测
试与学习平台”（ http://eelt.cn/）。
专家评价：创新图书模式+ 测试平台构成传统阅读与现代网络技术完美结合。本书理论紧密联系实际
，充分注重理论指导实践，从培养读者实际能力角度出发，科学安排全书内容。
本书主干知识
学习电子技术“路线图”：系统学习，适度动手，从元器件起步。众所周知，元器件是构成复杂电子
电路的最小元素，更是学习电子电路之基础。本书内容主要包括：数十大类近百种元器件主要参数、
特性、引脚识别等重要基础知识，全书采用“一段精细讲解+ 一段精准测试”写作形式。
全书配套学习的各层次测试题近500 多道。
平台使用指南
学习本书过程中，在书中完成各层次测试的解答，最后进入“测试平台”将书中测试题答案录入，平
台将实时给出成绩和各类分析报告、全国同本书成绩排名等信息。每章录入时间最长为30 分钟，相同
分数用时少排名靠前，建议读者在书中做好测试题后再录入答案。五章答案全部录入后，给出本书全
国排名。欢迎大家进入答案录入平台。
具体进入方法：进入“Hello，电子工程师测试与学习平台”（http://eelt.cn），点击“读者通道”，在
列表中点击本书的“点击进入书题答案通道”，进答题页面，从最上方左侧起选择各章录入答案。
本人为金牌作者
作为电子技术类图书写作近30 年的我，一直追求以读者为本的理念，加之勤于思考，敢于创新，努力
写作取得了读者的认可。本套丛书的创新模式正是笔者最新研究成果。
其一，笔风令读者喜好。用简单的语句讲述复杂的问题，这是读者最为喜欢的方式。笔者一直努力追
求人性化写作方式，写出“好书”。
所谓人性化写作是以读者为本，减轻读者阅读负担，提高阅读效率的崭新写作方式。充分考虑电子技
术类图书的识图要素，运用写作及排版技巧，实现图文同页，以便于读者阅读，消除视觉疲劳；充分
尊重读者，去除阅读过程中的不必要的“脑力劳动”，使读者以最高的效率获得最大的信息量；针对
不同知识点的不同特点，采用专题写作方式、“微播”知识点方式，为读者提供点、线、面的知识体
系。
其二，百本著作的理想已经实现，多套畅销书引领业界的梦想也已成功实现。例如，2004 年以《图表
细说电子元器件》为代表作的“图表细说”系列丛书引领了电子元器件类图书的出版和对传统图书版
式的创新。
依据“开卷全国图书零售市场观测系统”近几年的数据统计，笔者在电子类图书销售总册数和总码洋
两项指标中个人排名第一，且遥遥领先。
第三，首创数项读者交流、辅导、伴随服务项目。例如，10 多年前笔者开通QQ 读者辅导服务，设立
淘宝“古木电子@ 读者伴随服务”店铺，到如今开通的“电子工程师测试与学习平台”等。
.　　读者的进步是作者的最大快乐和价值体现。
本书读者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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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特别适合于素质教育的各类学校、培训机构作为教材或扩展阅读课本，因为书中数百道测试题可
用于练习。
本书特别适合于精细化和深入阅读需求的初学者。
本书适合于立志成为电子工程师人士。
本书适合于从业于电子行业的零起点初学者。
本书适合于快速掌握实用基础知识的电子爱好者。
本书适合于大学在校生、职校学生和刚毕业的从业人士。
免费视频辅导
为帮助广大读者在学习过程中获得视频辅导，笔者为本书所有读者提供免费视频辅导材料（60 分钟）
，请进入测试平台下载。
提供视频数学读者伴随服务。作者团队已经录制600 分钟和将要录制2000 分钟视频辅导材料，专注于
辅导广大初学者，我们认为在初学阶段运用直观和形象的视频教学方式有利于快速而轻松入门，可帮
助读者克服入门阶段学习的诸多困惑。
网络交流平台
为了帮助读者学习，友情提供“ Hello, 电子工程师测试+ 学习”平台。网址：http://eelt.cn/。
我们的口号：测试强化学习，测试专注细节，测试了解自己，测试增强兴趣，测试激发热情。作者团
队一心想打造国内一流的读者伴随服务。
平台力求在系统 、层次、结构、逻辑、细节、重点、亮点、表现力上打造成一流水平，着力打造实用
性和创新性，理论紧密联系实际。巨细无遗和精细化的测试练习，使您学习效能倍增，学习中掌握细
节的能力得到加强。
平台的万题大库将为您精细化测试和学习保驾护航，平台的测试成绩全国排名将使您有机会名扬大江
南北，平台将与国内一些著名电子类杂志等举办电子竞赛和晋级活动，欢迎广大读者参与。
本书由胡斌、胡松、邢鸣编著，参加本书编写的人员还有陈政社、陆明、王晓红、胡维保、陈红、蔡
月红、杨维勤、杨希、陈晓社、金玉华。希望广大朋友在这一网络平台中轻松学习，快乐成长，相互
交流，共同进步，走向成功！
古木电子读者接待QQ：1155390
淘宝：古木电子@ 读者伴随服务
新浪微博：古木电子胡斌
微信：电子测试与学习平台，公众微信号：eeltcnhb
我们正在构建视频辅导专区，请广大读者进入平台后关注发布的有关信息。
欢迎电子技术教师与笔者联系，索取PPT 等教学资源，以及利用测试平台开展
教改和作为空中课堂等。
江苏大学 胡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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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0　三极管主要特性 / 240
测试 5.8 / 243
5.2　数十种元器件特性曲线 / 244
5.2.1　电阻器负载曲线和压敏电阻器特性曲线 / 244
5.2.2　热敏电阻器特性曲线 / 245
测试 5.9 / 248
5.2.3　光敏电阻器、湿敏电阻器和磁敏电阻器特性曲线 / 248
测试 5.10 / 250
5.2.4　五种类型电位器特性曲线 / 250
测试 5.11 / 252
5.2.5　电容器特性曲线 / 253
测试 5.12 / 254
5.2.6　普通二极管和红外发光二极管特性曲线 / 254
5.2.7　普通发光二极管特性曲线 / 255
5.2.8　超高亮led 特性曲线 / 256
测试 5.13 / 257
5.2.9　稳压二极管和变容二极管特性曲线 / 257
5.2.10　肖特基二极管、恒流二极管和双向触发二极管特性曲线 / 259
5.2.11　隧道二极管、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和硅光敏二极管特性曲线 / 259
测试 5.14 / 261
5.2.12　三极管输入、输出特性曲线 / 261
5.2.13　三极管基极电流与放大倍数之间特性（agc）曲线 / 262
5.2.14　光敏三极管光照特性曲线 / 263
测试 5.15 /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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