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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工程制图                   学时数：6 

实验室名称：软件实验室                     主要撰写人：张起祥 

审稿人：成新民 

 

一、适用专业 

电子科学与技术 

二、实验目的与任务 

工程制图与 AutoCAD 是一门与工程设计联系非常紧密的课程，每一位理工科学生都要

掌握。通过该课程实验使学生了掌握 AutoCAD 的运用，并学会将其应用于以后的工程绘图、

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教学环节中。 

要求学生在实验前预习，实验后必须写实验报告，包括实验目的、实验要求、使用的命

令及实验的整个过程。 

三、实验配套的主要仪器设备几台（套）数 

安装有 AutoCAD2002 的计算机       40 台 

四、主要教材及参考书 

教材： 

零点工作室 田东.AutoCAD2004机械工程绘图基础教程.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4 

参考书： 

杨老记、董晓英 .AutoCAD 2002（中文版）工程制图实用教程.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3 

李香敏.AutoCAD2000从入门到精通.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2 

五、考核形式 

其实验成绩纳入该门课程的总评成绩中，所占比例与课程学分（课时）分配比例基本一

致。实验报告（含实验理论）占 40% —60% ，实验技能（含实验态度）占 60% —40% 。 

六、实验开出率 

必开实验必须 100％完成，选开实验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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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实验项目与要求 

序

号 
实验项目名称 

时

数 

必开 

选开 

每套仪

器人数 
目的要求 

实验

类型 

1 
AutoCAD 基本操作 

（一） 
2 必开 1 

熟悉 AutoCAD2004 安装、

启动、用户界面及命令输入

及其文件操作 

验证 

2 
AutoCAD 的基本操作 

（二） 
2 选开 1 

熟悉并掌握 AutoCAD 的

“正交绘图”,正确合理使

用“草图设置”的各项辅助

绘图功能、掌握 AutoCAD

绘图环境的设置 

验证 

3 坐标及坐标输入法 2 必开 1 
学习坐标系及各种坐标输

入法、使用方法 
验证 

4 
图块和属性 

的定义和调用 
2 选开 1 

学习 AutoCAD 图块及属性

的定义并学会将其插入图形 
验证 

5 基本绘图及编辑命令 2 选开 1 

熟 悉 和 掌 握 命 令

BHATCH、掌握 AutoCAD

画剖视图的方法和过程、掌

握 AutoCAD 的基本二维命

令、二维操作和二维编辑 

验证 

6 绘制工程图 2 必开 1 
使用 AutoCAD 二维交互功

能绘制三视图 
验证 

7 
AutoCAD 轴 

测图的绘制 
2 选开 1 

了解轴测图的特点、掌握轴

测图的绘制方法、正确绘制

一个梁、板、柱组合图形的

轴测图 

验证 

8 文字与尺寸标注 2 选开 1 

熟悉并掌握图纸幅面、图

线、字体、比例等机械制图

国家标准，正确合理的输入

文字、标注尺寸。 

验证 

9 高效图形编辑 4 选开 1 
使用 AutoCAD 二维交互功

能绘制、编辑工程图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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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模拟电子技术实验              课程性质：专业主干课 

实验室名称：模拟电子实验室              主要撰写人：毛建华  

                                审稿人：  张起祥 

 

一、学时、学分 

课程总学时：90                     实验学时：18                                       

课程总学分：5                      实验学分：1 

二、适用专业 

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 

三、实验教学目的和要求 

电子技术实验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通过实验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独力操作能力

和创新能力，要求学生学会使用常用的电子仪器，掌握模拟电路的分析、设计、调试、测量

及故障的排除方法，掌握数字电路的逻辑功能及测试方法，培养学生设计、调试常用组合逻

辑电路和时序逻辑电路的能力。 

要求学生在实验前预习，实验后必须写实验报告，包括电路的工作原理，实现过程，调

试中出现的问题。 

四、实验配套的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 

模拟电路实验仪             50 台 

双踪示波器                 50 台 

交流毫伏表                 50个 

函数发生器                 50个 

五、实验项目内容和要求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时

数 

实验

要求 

每套仪 

器人数 
目的要求 

实验

类型 

1 
常用电子仪器的使

用 
3 选开 1 

掌握示波器、信号发生

器、稳压源、毫伏表、

万用表等仪器仪表的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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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标和使用方法。 

2 
晶体管共射 

极单管放大器 
3 必开 1 

掌握放大器静态工作

点的调试，掌握放大器

电压放大倍数、输入电

阻、输出电阻、最大不

失真输出电压、通频带

的测试方法。 

验证 

3 负反馈放大器 3 必开 1 

掌握负反馈放大器静

态工作点、放大倍数、

输入电阻、输出电阻、

通频带等各项性能指

标的测试方法，加深理

解负反馈对放大器性

能的影响。 

验证 

4 差动放大器 3 必开 1 
掌握差动放大器性能

指标的测试方法。 
验证 

5 
集成运算放 

大器指标测试 
3 必开 1 

掌握集成运算放大器

性能指标的测试方法。 
验证 

6 模拟运算电路 3 必开 1 

理解集成运放的工作

原理。掌握比例放大

器、加法器、减法器的

设计及测试方法。 

设计 

7 电压比较器 3 选开 1 
掌握过零比较器、滞回

比较器的测试方法。 
验证 

8 LC正弦波振荡器 3 选开 1 
掌握 LC正弦波振荡器

的调试和测试方法。 
验证 

9 集成功率放大器 3 选开 1 

掌握集成功率放大器

的静态、动态测试方

法。 

验证 

10 集成稳压器 3 选开 1 

掌握整流滤波电路、集

成稳压器的设计、主要

指标测试。 

设计 

六、考核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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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百分制，其中实验报告（含实验理论）占 40% —60% 。实验技能（含实验态度）占

60% —40% 。 

七、实验开出率 

必开实验必须 100％完成，选开实验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开设。 

八、主要教材及参考书 

教  材：《电子技术实验指导书》湖州师范学院信息工程学院 2004.9 

《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第四版）》康华光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6  

《电子技术基础——数字部分（第四版）》康华光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6 

《电子线路（第四版）》梁明理、邓仁清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6 

参考书：《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三版）》童诗白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1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第四版）》阎石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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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数字电子技术                课程性质：专业主干课 

实验室名称：数字电子实验室              主要撰写人：张  迎 

                               审稿人： 张起祥 

 

一、学时、学分 

课程总学时：90                     实验学时：18                                       

课程总学分：5                      实验学分：1 

二、适用专业 

电子科学与技术 

三、实验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实验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独力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要求学生学会使用常用的电

子仪器，掌握数字电路的逻辑功能及测试方法，培养学生分析、设计、测试常用组合逻辑电

路和时序逻辑电路的能力。 

要求学生在实验前预习，实验后必须写实验报告，包括电路的工作原理、测试数据及调

试中出现的问题。 

四、实验配套的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 

数字电路实验装置             50 台 

双踪示波器                   50 台  

函数发生器                   50 台 

交流毫伏表                   50 台 

五、实验项目内容和要求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时

数 

实验

要求 

每套仪 

器人数 
目的要求 

实验

类型 

1 
TTL集成逻辑门逻

辑功能与参数测试 
3 必开 1 

掌握 TTL 集成门电路

的逻辑功能、输入输出

电压测试方法及使用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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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掌握与非门转换

成其它门电路的方法。 

2 组合逻辑电路设计 3 必开 1 

掌握组合逻辑电路的

分析、设计与测试方

法。 

设计 

3 译码器及其应用 3 选开 1 

掌握中规模集成译码

器逻辑功能测试及应

用电路的设计，熟悉数

码管的使用。 

验证 

4 触发器及其应用 3 必开 1 

掌握基本 RS、JK、D、

T 触发器逻辑功能测

试方法及它们之间功

能的相互转换。 

验证 

5 计数器及其应用 3 必开 1 

掌握计数器的分析、设

计与测试方法。掌握用

单片及多片集成计数

器设计任意进计数器

的方法。 

验证 

6 
移位寄存器 

及其应用 
3 选开 1 

掌握移位寄存器逻辑

功能及其应用，熟悉构

成环形计数器的方法。 

验证 

7 
555 时基电路 

及其应用 
3 必开 1 

掌握 555 定时器构成

多谐振荡器、单稳电路

的方法与测试。 

验证 

8 D/A 转换器 3 选开 1 
理解 D/A 转换器工作

原理与方法测试。 
验证 

六、考核形式 

考核形式以实际操作结合实验报告形式。 

七、实验开出率 

必开实验必须 100％完成，选开实验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开设。 

八、主要教材及参考书 

教  材：《电子技术实验指导书》湖州师范学院信息工程学院 

参考书：《电子技术基础——数字部分（第四版）》康华光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6

出版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第四版）阎石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5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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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信号与系统             课程性质： 专业主干课 

实验室名称：信号与系统实验室       主要撰写人：王大雄 

                         审稿人：张起祥 

 

 

一、学时、学分 

课程总学时：51                      实验学时：8         

课程总学分：3                       实验学分：合并在课程内 

二、适用专业 

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  

三、实验目的与任务 

通过本实验，加深学生对理论教学的理解和掌握，学会自己动手设计和调试实验线路，

并能对实验结果做出理论分析。要求学生掌握信号与系统的基本运算单元、二阶网络函数、

非正弦周期信号的分解、无源和有源滤波器等内容，加强理论与实际的紧密结合，切实提高

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 

四、实验配套的主要仪器设备几台（套）数 

万用表，示波器，试验箱共计 24 套 

五、实验项目与要求   

序

号 
实验项目名称 

时

数 

必开 

选开 

每套仪

器人数 
目的要求 

实验

类型 

1 基本运算单元 2 必开 1 

1．熟悉运算放大器为核心元

件组成的基本单元 

2．掌握基本运算单元特性的

测试方法 

验证 

2 
非正弦周期 

信号的分解 
2 必开 1 

1、观测 50Hz非正弦信号的频

谱，与傅里叶级数作比较 

2、观察激波和其谐波的合成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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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和有源滤波

器 
2 必开 1 

1．了解 RC无源和有源滤波器

的种类、结构和特性 

2．分析和对比两类滤波器的

滤波特性 

验证 

4 
二阶网络函数模

拟 
2 必开 1 

1．了解二阶网络函数的电路

模型 

2．研究系统参数变化对响应

的影响 

验证 

 

其实验成绩纳入该门课程的总评成绩中，所占比例与课程学分（课时）分配比例基本一

致。实验报告（含实验理论）占 40%—60%，实验技能（含实验态度）占 60%—40%。 

七、实验开出率 

100% 

八、主要教材及参考书        

《信号与系统分析》赵怀录等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2 第 1 版 

《信号与系统》管致中等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1 第 4 版 

《信号与系统分析基础》姜建国等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4.2 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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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性质：专业主干课 

实验室名称：微机接口与组成实验          主要撰写人：贺无名  

                              审稿人： 张起祥 

 

 

课程总学时：48                    实验学时：8                                       

课程总学分：3                      实验学分： 

二、适用专业 

电子科学与技术 

三、实验教学目的和要求 

微型计算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实验课是在学习微型计算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的理论基础上，

通过汇编语言程序设计，使学生初步掌握微型计算机总线及接口的特点和常用接口芯片的工

作原理与使用方法。根据要求能够设计较为简单的常用的接口控制线路，编写相应的程序。 

四、实验配套的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 

PC机  

TPC-H微机接口实验箱（及其附件） 

每生一套 

五、实验项目内容和要求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时

数 

实验

要求 

每套仪

器人数 

目的要求 实 验

类型 

1 代码转换与显示 2 选开 1 

熟悉汇编源程序的编

辑、编译、执行过程及

掌握用汇编语言设计

一个代码的输入、转换

与显示的程序。 

 

设计 

 

2 
I/O地址译码器实

验 
2 必开 1 

掌握 I/O地址译码电路

的工作原理。通过译码

器输出端的脉冲来控

制着一个发光二极管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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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编程定时 

器/计数器 
2 必开 1 

掌握 8253 的基本工作

原理和编程方法。通过

手动方式逐个输入单

脉冲，观察 OUT0 电平

的变化。 

验证 

4 中断 2 选开 1 

掌握 PC 机中断系统的

基本原理及 8259 中断

控制器的工作原理，学

会编写中断服务程序。

要求直接用手动产出

单脉冲作为中断请求

信号从而每按一次开

关产生一次中断。 

验证 

5 
可编程并行 

接口实验一 
2 选开 1 

掌握 8255 方式 0 的工

作原理及使用方法。要

求数据从 C 口输入从

A 口输出。 

验证 

6 
可编程并行 

接口实验二 
2 选开 1 

掌握 8255 工作方式 1

时的使用及编程，进一

步掌握中断处理程序

的编写。要求每按一次

单脉冲按钮产生一个

正脉冲使 8255 产生一

次中断请求，让 CPU
进行一次中断服务。 

 

验证 

 

7 交通灯控制 4 选开 1 

通过并行接口 8255 实

现十字路口交通灯的

模拟控制，进一步掌握

对并行口的使用。要求

六个发光二极管按交

通灯变化规律亮灭。 

综合 

8 七段数码管 2 必开 1 

掌握数码管显示数字

的原理，要求从键盘输

入一位十进制数并在

数码管上显示。 

验证 

9 DMA 传送 2 选开 1 

掌握DMA方式数据传

送方法及DMA控制器

8237 的编程方法。要

求每一次DMA请求从

内存向外设传送一个

字节数据。 

验证 

10 串行通信 3 选开 1 
进一步掌握串行通信

的基本原理及串行接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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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1 的工作原

理和编程方法。要求从

键盘输入一个字符后，

让其ASCII码加1后送

出，再接收显示实现自

发自收。 

11 数/模转换器 2 选开 1 

了解数/模转换器的基

本 原 理 ， 掌 握

DAC0832 芯片的使用

方法。要求产生正弦

波。 

验证 

12 模/数转换器 2 必开 1 

了解模/数转换器的基

本 原 理 ， 掌 握

ADC0809 的 使用 方

法。要求从 IN0 采集输

入信号，在屏幕上用

16 进制数显示转换结

果。 

验证 

13 电子琴 4 选开 1 

通过 D/A 转换器产生

模拟信号，使 PC 机作

为简易电子琴。要求计

算机数字键 1、2、3、

4、5、6、7 作为电子

琴按键，按下即发出相

应的音阶。 

 

综合 

 

14 8279键盘显示控制 4 选开 1 

掌握 8279 键盘显示电

路的基本功能及编程

方法和键盘、显示的工

作原理.要求设计一个

电子钟由 8253 中断定

时，小键盘控制电子钟

的启停与初始值的预

置。 

综合 

15 存储器读写实验 2 选开 1 

熟悉 6116 静态 RAM
的使用方法，掌握 PC
机外存扩充的方法。要

求将字符 A~Z 循环存

入 6116扩展 RAM 中，

然后再将 6116 的内容

读出显示。 

设计 

 

其实验成绩纳入该门课程的总评成绩中，所占比例与课程学分（课时）分配比例基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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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实验技能（含实验态度）占 60%—40%。 

 

100% 

八、主要教材及参考书 

32 位微型计算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仇玉章   清华大学出版社 

微机原理实验指导书        信息工程学院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周明德主编  人民邮电出版社 

微型计算机原理及应用           郑学坚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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