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华南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自命题 

《电子技术基础》考试大纲 

                         

一、考试性质 

华南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电子技术基础考试是为招收工学类硕士研究生而设置的选

拔考试。它的主要目的是测试考生的电子技术基础理论及应用的素质，包括对电子技术各项

内容的掌握程度和应用相关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考试对象为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

试、报考机械电子工程、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等专业的考生。 

 

二、考试方式和考试时间 

电子技术基础考试采用闭卷笔试形式，试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3 小时。 

 

三、试卷结构  

（一）考试比例 

模拟电子技术与数字电子技术各占 75 分左右。 

（二）试卷的结构  

   1、简答题：占总分的 70 分左右，覆盖模拟电子技术与数字电子技术，关于电子元器件、

基本功能电路的提问。  

   2、计算、分析或设计题：占总分的 80 分左右，主要为模拟电子电路与数字电子电路的

计算、分析与综合。   

四、考试内容和考试要求 

（一）模拟电子技术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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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内容 考试要求 

运算放大器 

1. 集成电路运算放大器 

2. 理想运算放大器 

3. 基本线性放大电路 

4. 同相输入和反相输入放大电路 

 

了解 

掌握 

掌握 

掌握 

二极管及其基本电路 

1. 半导体的基本知识 

2. PN 结 

3. 二极管 

4. 二极管基本电路及其分析方法 

5. 稳压二极管 

 

了解 

理解 

理解 

掌握 

了解 

BJT 及放大电路 

1. BJT 

2. 共射极放大电路 

3. 放大电路分析方法 

4. 静态工作点的稳定 

5. 共集电极电路与共基极电路 

6. 放大电路的主要性能指标 

7. 组合放大电路 

8. 放大电路的频率响应 

 

掌握 

掌握 

掌握 

掌握 

掌握 

掌握 

理解 

了解 

场效应管放大电路 

1. MOSFET 与 JFET 的工作原理及应用场合 

 

理解 

模拟集成电路 

1. 模拟集成电路中的偏置技术 

2. 基本差分放大电路 

3. 集成电路运算放大器的误差分析 

 

理解 

掌握 

了解 

反馈放大电路 

1. 反馈的基本概念与分类 

2. 负反馈放大电路的四种组态 

3. 负反馈放大电路增益的一般表达式 

4. 负反馈对放大电路性能的影响 

5. 深度负反馈放大电路的近似计算 

6. 负反馈放大电路的稳定问题 

 

理解 

理解 

掌握 

理解 

掌握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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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放大电路 

1. 功放电路的一般问题 

2. 乙类双电源互补对称功放电路 

3. 甲乙类互补对称功放电路 

 

了解 

理解 

掌握 

信号产生电路 

1. RC 正弦波振荡 

2. LC 正弦波振荡 

 

理解 

理解 

直流稳压电源   

1. 小功率整流滤波电路 

2. 串联反馈式稳压电路的工作原理 

 

掌握 

掌握 

 

（二）数字电子技术部分 

考试内容 考试要求 

数字逻辑基础 

1 二值逻辑变量与基本逻辑运算  

2 逻辑函数及其表示方法  

 

理解 

掌握 

逻辑代数与硬件描述语言基础 

1 逻辑代数 

2 逻辑函数的卡诺图化简法 

 

掌握 

掌握 

逻辑门电路 

1TTL 逻辑门电路 

2 逻辑描述中的几个问题 

 

理解 

掌握 

组合逻辑电路 

1 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 

2 组合逻辑电路的设计 

3 组合逻辑电路的竟争冒险 

 

掌握 

掌握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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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若干典型的组合逻辑集成电路 

5 组合可编程逻辑器件 

掌握 

了解 

锁存器和触发器 

1 双稳态存储单元电路 

2 锁存器 

3 触发器的逻辑功能 

 

了解 

掌握 

掌握 

时序逻辑电路 

1 时序逻辑电路的基本概念 

2 同步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 

3 同步时序逻辑电路的设计 

4 异步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 

5 若干典型的时序逻辑集成电路 

 

理解 

掌握 

理解 

掌握 

掌握 

存储器、复杂可编程器件和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1 只读存储器 

2 随机存取存储器 

 

了解 

了解 

脉冲波形的变换与产生 

1 多谐振荡器  

2 施密特触发器 

3 单稳态触发器 

4 555 定时器及其应用 

 

理解 

了解 

了解 

掌握 

数模与模数转换器 

1 D/A 转换器 与 A/D 转换器的基本概念与工作原理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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