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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电子技术●丛●书
常用新型电子元器件

电子电路主要由不同的电子元器件组成，电子元器件

的性能决定了电子电路的优劣，因此电子技术的发展和电

子元器件息息相关。考虑到社会需要的广泛性和实用性，

同时，为便于广大城乡电工、电气技师和工程技术人员查

阅、使用新型电子元器件，我们编写了本书。编写时，力

求简明扼要，使用方便。

本书共10章，由高玉奎任主编，姚青梅任副主编。第

1、10章由高玉奎编写；第2、3章由林林和高玉奎编写；

第4章由姚青梅编写；第5、8、9章由李广辉编写；第6、

7章由张翠敏编写。在此，编者对关心本书出版、热心提供

资料的单位及个人，以及参考文献所列资料的作者表示衷

心地感谢。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型的电子元器件层出不穷，

限于编者的学识和经验，书中电子元器件资料的收集，不

能尽善尽美，缺点和不足在所难免，望读者谅解和不吝

赐教。

编 者

201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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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立电子元器件

本章主要介绍常用的半导体分立器件，包括信息电子技
术、电力电子技术常用的元器件和近年来发展起来的片状元
器件。

1.1 半导体器件型号命名方法

按GB249 《半导体分立器件型号命名方法》的规定，半
导体器件的型号由五个部分组成，各部分含义如下：

第一部分

用阿拉伯

数字表示

器件的电

|||

极数目

 第二部分

用字 母 A、

B、C、D、E等

表示器件的

|||

材料和极性

 第三部分

用汉语拼

音字母表

示器件类

|||

型

 第四部分

用阿拉伯

数字表示

|||

序号

 第五部分

用 字 母

A、B、C、

D等表示

|||

规格号

【例1-1

|||——

】

———
————
二极管
——— |||——

2
N型，
————

————
硅

——— |||——

C

———
————
普通管
——— |||——

P

———
————
序号
——— |||——

11

———
————
规格
———A

【例1-2

|||——

】

———
————
三极管
——— |||——

3
P型，
————

————
硅

——— |||——

D

—————
————
高频小功率
——— |||——

G

———
————
序号
——— |||——

6

———
————
规格
———C

注：有些器件型号命名省缺第一、二部分，例如光电耦合管、达林顿管等。

【例1-3】
|||——

 
—————

————
光电耦合管
——— |||——

GD

———
————
序号
———213

表1-1给出了国产半导体器件型号第一、第二和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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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新型电子元器件

的符号及其含义。

 表1-1  国产半导体器件型号前三部分的符号及含义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用数字表示器

件的电极数目

用字母表示器件的

材料和极性

用汉语拼音字母

表示器件的类别

符号 意义 符号 意义 符号 意义

2 二极管 A N型，锗材料

B P型，锗材料

C N型，硅材料

D P型，硅材料

P 普通管

V 微波管

W 稳压管

C 参量管

Z 整流管

L 整流堆

S 隧道管

N 阻尼管

3 三极管 A PNP型，锗材料

B NPN型，锗材料

C PNP型，硅材料

D NPN型，硅材料

E 化合物材料

U 光电器件

K 开关管

X 低频小功率管

（fa＜3MHz，PC＜1W）

G 高频小功率管

（fa≥3MHz，PC＜1W）

D 低频大功率管

（fa＜3MHz，PC≥1W）

A 高频大功率管

（fa≥3MHz，PC≥1W）

T

 

可控整流器（半导体闸

流管）
Y 体效应器件

B 雪崩管

J 阶跃恢复管

CS 场效应器件

BT 半导体特殊器件

FH 复合管

PIN PIN型管

JG 激光器件

2



分立电子元器件

为便于读者应用，下面分别给出美国、日本和前苏联等国

半导体器件型号命名方法。

美国半导体分立器件型号命名法是按照美国电子工业协会

（EIA）电子元件联合会 （JEDEC）制定的标准命名的。它由

五部分组成：第二、三、四部分为型号的基本部分；第一和第

五部分为前、后缀，各部分含义见表1-2。

 表1-2  美国半导体分立器件型号各部分符号及含义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用符号表示器件类别 用数字表示PN结数目
美国电子工业协会

（EIA）注册标志
符号 意义 符号 意义 符号 意义

JAN 军  级 1 二极管

JANTX 特军级 2 三极管

JANTXV 超特军级 3 三个PN结器件

JANS 宇航级 n n个PN结器件

（无） 非军用品

N  该器件已在美国

电 子 工 业 协 会

（EIA）注册登记

第四部分 第五部分

美国电子工业协会

（EIA）登记号
用字母表示器件分挡

符号 意义 符号 意义

多
位
数
字

 该器件在美国电子

工业协会（EIA）的登

记号

A
B
C
D


 同一型号器件的

不同挡别

【例1-4

|||——

】

———
————
三极管
——— |||——

2
EIA———————

————
注册标志

——— |||——

N
EIA—————

————
登记号

———5713

【例1-5

|||——

】

———
————
军级品
——— |||——

JAN

———
————
三极管
——— |||——

2
EIA———————

————
注册标志

——— |||——

N
EIA—————

————
登记号

———5664

日本半导体分立器件型号命名法，是由五个部分及附加后

缀字母或符号组成，后缀由各器件生产厂自行规定，用来进一

3



常用新型电子元器件

步说明器件的特点，表1-3给出了五个部分的符号及含义。

 表1-3 日本半导体分立器件型号各部分的符号及含义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用数字表示器件有效

电极数目或类型

日本电子工业协会

（JEIA）注册标志
用字母表示器件使用

材料极性和类型

符号 意义 符号 意义 符号 意义

0

光电二极管或三极

管及包括上述器件

的组合管

1 二极管

2

三极管或具有三个

有 效 电 极 的 其 他

器件

3

 

具有四个有效电极

的器件

n-1

 

具有n个有效电极

的器件

S 已在日本电子工业

协会 （JEIA）注册

登记的半导体器件

A PNP高频晶体管

B PNP低频晶体管

C NPN高频晶体管

D NPN低频晶体管

F P控制极晶闸管

G N控制极晶闸管

H 单结晶体管

J P沟道场效应管

K N沟道场效应管

M 双向晶闸管

第四部分 第五部分

器件在日本电子工业

协会 （JEIA）的登记号
同一型号的改进

型产品标志

符号 意义 符号 意义

多
位
数
字

 这一器件在日本
电子工业协会 （JE-
IA）的注册登记号
性能相同，不同厂
家生产的器件可以

使用同一个登记号

A
B
C
D


 表示这一器件是

原型号产品的改进

产品

【例1-6

|||——

】

———
————
三极管
——— ||||———

2
JEIA注

———

————

册标志

——— ||||———

S
NPN高

———

————

频晶体管

——— ||||———

C
JEIA

———

————

登记号

———184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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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立电子元器件

【例1-7

|||——

】

———
————
三极管
——— ||||———

2
JEIA注

———

————

册标志

——— ||||———

S
NPN低

———

————

频晶体管

——— ||||———

D
JEIA

———

————

登记号

——— ||||————

756
同型号产品

————

————

改进型标志

———E

前苏联半导体分立器件型号是根据前苏联国家标准ГОСТ
10862—72命名的。该标准由四个基本部分组成，其符号以及
含义见表1-4。

 表1-4   前苏联半导体分立器件型号各部分符号及含义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

用字母或数字表

示器件使用材料

用字母表示

器件的类型

用数字表示器件

基本参数分类

用字母对同

一型号分挡

符号 意义 符号 意义 符号 意义 符号 意义

Г
或

1

锗或锗的

化合物

K
或

2

硅或硅的

化合物

A
或

3

镓或镓的

化合物

Т 三极管

П 场效应管

Д 二极管

Ц 整流器件

А 特高频二极管

В 变容二极管

И 隧道二极管

Н 晶闸管

у 双向晶闸管

Л 发光器件

Г 噪声发生器

Б 体效应器件

К 稳流管

С 稳压管

Ф 光电器件

101


999

（见表1-5） А
Б
В
Г
Д
Е
Ж


代表同一型
号 的 不 同
挡别

【例1-8

|||——

】

———
————
锗材料
——— |||——

1

————
————
三极管
——— |||——

T

———————
————
中频大功率管
——— |||——

841
1T841型中Г————————

————
挡

———Г

5



常用新型电子元器件

【例1-9

|||——

】

———
————
硅材料
——— |||——

K

————
————
三极管
——— |||——

T

———————
————
高频中功率管
——— |||——

651
KT651型中A————————

————
挡

———A

其中第三部分用三位有效数字表示，见[例1-8]、[例1-9]。

此数字及其对应的含义列于表1-5中。

 表1-5 本章表1-4第三部分符号及含义

A 三极管与场效应管
101～199 低频 （fT≤3MHz）小功率 （PCM≤0.3W）管
201～299 中频 （3MHz＜f≤30MHz）小功率 （PCM≤0.3W）管
301～399 高频与特高频 （f＞30MHz）小功率 （PCM≤0.3W）管
401～499 低频 （fT≤3MHz）中功率 （0.3W＜PCM≤1.5W）管
501～599 中频 （3MHz＜fT≤30MHz）中功率 （0.3W＜PCM≤1.5W）管
601～699 高频与特高频 （fT＞30MHz）中功率 （0.3W＜PCM≤1.5W）管
701～799 低频 （fT≤3MHz）大功率 （PCM＞1.5W）管
801～899 中频 （3MHz＜fT≤30MHz）大功率 （PCM＞1.5W）管
901～999 高频与特高频 （fT＞30MHz）大功率 （PCM＞1.5W）管

B 二极管

101～199 小功率 （IF≤0.3A）整流二极管

201～299 中功率 （0.3A＜IF≤10A）整流二极管

301～399 大功率 （IF＞10A）整流二极管

401～499 低频 （fT＜1kHz）通用二极管

501～599 低速 （τ＞150ns）开关管

601～699 中速 （30ns＜τ＜150ns）开关管

701～799 高速 （5ns＜τ＜30ns）开关管

801～899 高速 （1ns＜τ≤5ns）开关管

901～999 超高速 （τ≤1ns）开关管

C 整流器件
101～199 小功率 （IF≤0.3A）整流柱
201～299 中功率 （0.3A＜IF≤10A）整流柱
301～399 小功率 （IF≤0.3A）整流堆
401～499 中功率 （0.3A＜IF≤10A）整流堆
D 特高频二极管
101～199 混频管
201～299 检波管
401～499 参量管
501～599 调制管
601～699 阶跃管
701～799 振荡管

6



分立电子元器件

续表

E 隧道二极管

101～199 放大管

201～299 振荡管

301～399 开关管

401～499 反向管

F 变容二极管

101～199 电调谐管

201～299 阶跃管

1.2 二 极 管

常见的有整流二极管、检波二极管、稳压二极管、发光二
极管、开关二极管和光敏二极管等，其性能指标和技术参数因
用途不同而有所差别，现分述如下。

1.2.1 整流二极管
常用的整流二极管主要技术参数如表1-6所示。

 表1-6 整流二极管主要型号和技术参数

型号
U

（V）

I

（A）

U

（V）

I

（μA）

I

（A）

T

（℃）
备  注

2CZ31

2CZ32

2CZ33
2CZ37

2CZ53

2CZ54

2CZ55

50～800
25～800
50～1000
50～600

600
25～400
25～800
25～1000
25～800
50～700
25～800
25～1000

25～1400

1

1.5

1.2

0.3

0.5

1

0.8

0.93

1

5

3

10

5

10

20

30

80

6

10

20

150

130

150

通信设备及仪表用电源

电视、收录机电源
彩电、仪器开关电源

通信设备仪器仪表及家

用电器用稳压电源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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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型号
U

（V）

I

（A）

U

（V）

I

（μA）

I

（A）

T

（℃）
备  注

2CZ56

2CZ57

2CZ58

2CZ59

2CZ60

2CZ82

2CZ84

2CZ85

2CZ86

2CZ87

100～2000

25～1000

25～2000

100～2000

25～1000

25～1400

100～2000

50～1400

25～800

25～800

100～1000

100～600

25～1000

100～600

100～600

3

5

10

20

50

0.1

0.5

1

2

3

0.8

1

0.8

1.2

20

30

40

50

5

3

65

105

210

420

900

2

15

30

140

130

140

2DZ12

2DZ13

2DZ14

2DZ15

2DZ16

2DZ17

ZP100

ZP200

ZP300

50～1400

100～1400

0.1

0.3

0.5

1

3

5

100

200

300

1

0.8

0.7

0.8

5

10

20

6mA

8mA

10mA

2

6

10

20

65

105

2200

4080

5650

150

140

140

通信设备仪器仪表及稳

压电源

用于各种电子仪器设备

中作整流

实际应用中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8



分立电子元器件

（1）正向电流和反向峰值电压应小于额定值。
（2）对于容性负载额定正向平均电流应降低定额使

用。
（3）感性负载时，选择二极管的最高反向工作电压应高于

阻性负载的1.5～2倍。
（4）大功率整流二极管要注意冷却，按规定要求加装散热

片和必要的风冷或水冷装置。

1.2.2 检波二极管
常用的检波二极管主要型号及参数如表1-7所示。

 表1-7   检波二极管主要型号和技术参数

型 号

正向

电流

IF

（mA）

反向工

作电压

UR

（V）

反向峰

值击穿

电压

UB

（V）

反向直

流电流

IR

（μA）

最大整

流电流

IOM

（mA）

截止

频率

f
（MHz）

备注

2AP1

2AP2

2AP3

2AP4

2AP5

2AP6

2AP7

2AP8A

2AP8B

2AP9

2AP10

2AP11

2AP12

2AP13

≥2.5

≥7.5

≥5

≥2.5

≥1

≥5

≥4

≥6

≥8

≥8

≥10

≥90

≥10

≥10 ≥40

≥25 ≥45

≥50 ≥75

≥75 ≥110

≥100 ≥150

≥10 ≥20

≥10 ≥20

≥20 ≥30

≥10 ≥10

≥30 ≥30

≤200

≤100

≤200

≤40

≤200

≥16

≥25

≥16

≥12

≥35

≥5

≥25

≥40

≥20

150

100

40

9



常用新型电子元器件

续表

型 号

正向

电流

IF

（mA）

反向工

作电压

UR

（V）

反向峰

值击穿

电压

UB

（V）

反向直

流电流

IR

（μA）

最大整

流电流

IOM

（mA）

截止

频率

f
（MHz）

备注

2AP14

2AP15

2AP16

2AP17

2AP18-1

2AP18-2

2AP18-3

2AP21

2AP30C

2AP30D

2AP30E

2AP31A

2AP31B

2AP34A

2AP60

2AP90

2AP110

2AP188

2AP261

≥30

≥60

≥30

≥10

≥100

≥150

≥200

≥50

≥2

≥5

≥4

≥2

≥3

≥5

≥0

≥30

≥50

≥100

≥50

≥75

≥100

≥7

≥10

≥60

≥35

≥20

≥40

≥35

≥35

≥30

≥50

≥100

≥50

≥75

≥100

≥10

≥20

≥35

≥25

≥35

≥75

≥40

≥30

≥50

≥40

≥40

≤100

≤200

≤50

≤30

≤11

≤30

≤30

≤20

≤75

≤100

≤40

≤33

≤70

≥30

≥20

≥15

≥100

≥120

≥150

≥50

≥5

≥50

40

150

400

1.2.3 稳压二极管
稳压管工作在反向击穿状态，在一定的击穿电流范围内，

管子两端的压降基本不变化，因而能达到稳压的目的，且管子
不会损坏。稳压管的主要型号及参数见表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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