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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基础》

前言

　　为了更好地适应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需要，满足我国高校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重
大转移阶段中社会对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各类要求，探索和建立我国高等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
，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教研中心”）在承担全国教育科学“十五”国家规划课题
——“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与实践”研究工作的基础上，组织全国100余所以培养
应用型人才为主的高等院校，进行其子项目课题——“21世纪中国高等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创
新与实践”的研究与探索，在高等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学内容、课程体系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标志
性成果，并在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支持和配合下，推出了一批适应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的立体化教材，
冠以“教育科学‘十五’国家规划课题研究成果”。　　2002年11月，教研中心在南京工程学院组织
召开了“21世纪中国高等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与实践”课题立项研讨会。会议确定由教研
中心组织国家级课题立项，为参加立项研究的高等院校搭建高起点的研究平台，整体设计立项研究计
划，明确目标。课题立项采用整体规划.、分步实施、滚动立项的方式，分期分批启动立项研究计划。
为了确保课题立项目标的实现，组建了“21世纪中国高等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与实践”课
题领导小组（亦为高校应用型人才立体化教材建设领导小组）。会后，教研中心组织了首批课题立项
申报，有63所高校申报了近450项课题。2003年1月，在黑龙江工程学院进行了项目评审，经过课题领
导小组严格的把关，确定了首批9项子课题的牵头学校、主持学校和参加学校。2003年3月至4月，各子
课题相继召开了工作会议，交流了各校教学改革的情况和面临的具体问题，确定了项目分工，并全面
开始研究工作。计划先集中力量，用两年时间形成一批有关人才培养模式、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和课
程体系等理论研究成果报告和在研究报告基础上同步组织建设的反映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的立体化系
列教材。　　与过去立项研究不同的是，“21世纪中国高等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与实践”
课题研究在审视、选择、消化与吸收多年来已有应用型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成果基础上，紧密结合经
济全球化时代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工作的实际需要，努力实践，大胆创新，采取边研究、边探索、边
实践的方式，推进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工作，突出重点目标，并不断取得标志性的阶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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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基础》

内容概要

《电路基础》以教育部1995年颁布的“高等工业学校电路分析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为指导，兼
顾21世纪高等学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要求，结合编者多年的教学经验精心编写。全书共十一章，分别
是电路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定律、电路的等效变换、电路分析的一般方法、电路的基本定理、正弦稳态
电路分析、耦合电感和理想变压器、三相电路、非正弦周期电流电路、动态电路的时域分析、线性电
路的复频域分析法和二端口网络。每章末附有实际应用举例和主要题型及分析方法，注重应用。
《电路基础》可按60～70学时（不含实验）安排教学，根据教学需要可增删部分内容。《电路基础》
可作为高等工业学校本、专科电类和机电一体化类等有关专业的“电路”教材或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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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基础》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电路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定律§l-l电路和电路模型§1-2电路分析中的基本变量§1-3电路元件
§l-4独立电源§l-5基尔霍夫定律§l-6电路中电位的计算应用本章主要题型及分析方法习题第二章 电路
的等效变换§2-1等效-端口网络的概念§2-2无源-端口网络的等效变换§2-3电阻三角形网络和星形网
络的等效变换§2-4实际电源的两种模型及其等效互换§2-5受控源及含受控源简单电路的分析§2-6等
效电阻、输入电阻应用本章主要题型及分析方法习题第三章 电路分析的-般方法§3-1支路电流法§3-2
回路电流法§3-3结点电压法应用本章主要题型及分析方法习题第四章 电路的基本定理§4-1叠加定理
§4-2替代定理§4-3戴维宁定理和诺顿定理§4-4特勒根定理§4-5互易定理应用本章主要题型及分析方
法习题第五章 正弦稳态电路分析§5-1E弦交流电路的基本概念§5-2正弦量的相量表示法§5-3R、L、c
的相量形式§5-4KCL、KVL的相量形式§5-5RLC串联电路和复阻抗§5-6RLC并联电路和复导纳§5-7
复阻抗（复导纳）的串联与并联§5-8交流电路的功率及功率因数§5-9复功率§5-10电路中的谐振
§5-11正弦稳态电路的分析§5-12最大功率传输应用本章主要题型及分析方法习题第六章 耦合电感和
理想变压器§6-1耦合电感元件§6-2含耦合电感的电路分析§6-3空心变压器§6-4理想变压器应用本章
主要题型及分析方法习题第七章 三相电路§7-1对称三相电源及其连接方式§7-2对称三相负载及其连
接方式§7-3三相电路计算§7-4三相电路的功率及其测量应用本章主要题型及分析方法习题第八章 非
正弦周期电流电路§8-l非正弦周期电流和电压§8-2非正弦周期信号的傅里叶展开§8-3非正弦周期量
的有效值、平均值和平均功率§8-4非正弦周期电流电路的计算应用本章主要题型及分析方法习题第九
章 动态电路的时域分析§9-1电路的瞬态过程和换路定则§9-2稳态值与初始值的确定§9-3-阶电路的
零输入响应§9-4-阶电路的零状态响应§9-5-阶电路的全响应§9-6-阶电路的三要素法§9-7-阶电路的
阶跃响应§9-8-阶电路的冲激响应§9-9R￡c串联电路的零输入响应应用本章主要题型及分析方法习题
第十章 线性电路的复频域分析§10-1拉普拉斯变换的定义§10-2拉普拉斯变换的基本性质§10-3拉普
拉斯反变换§10-4线性电路的复频域模型§10-5应用拉普拉斯变换分析线性电路§10-6网络函数应用本
章主要题型及分析方法习题第十一章 二端口网络§ll-l二端口网络概述§11-2二端口网络的方程和参数
§11-3二端口网络的等效电路§11-4二端口网络的连接§1l-5二端口网络的特性阻抗应用本章主要题型
及分析方法习题部分习题答案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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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基础》

章节摘录

　　电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等各个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以至于人们对电产生了相当的依
赖性，甚至到了没有电就无法正常生活和工作的程度，电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电是通过实际电路
提供的，电的应用又是依靠各种各样的电路实现的。因其具有的功能不同，所以实际电路千差万别，
但不同的电路都遵循着基本的电路定律。　　电路就其作用可分为两大类。其一是以传输、分配、转
换电能为目的的供配电系统。因其功率、电流、电压的值较大，故也称为强电系统。在供配电系统中
，人们关心的是怎样减少能量损耗，以提高系统的效率。其二是以传送、处理、储存信号为目的电子
电路。因其功率、电流、电压的值较小，而称为弱电系统。在弱电系统中，人们主要关心怎样减小信
号在传送、处理、储存过程中的失真。　　电路的结构按大小来看也相差甚远。大到跨省界、国界、
洲界的供配电系统，小到在纽扣大小的芯片上集成上百万或更多元件的集成电路。显然，上述大、小
两类电路在结构上都是非常复杂的。但无论是简单电路，还是复杂电路，就其组成而言不外乎三个部
分：电源一中间环节一负载。　　人们把提供电能的装置称为电源，因其在电路中起激励作用，因此
，电源又称为激励。把转换电能的装置称为负载。连接电源与负载的环节，称为中间环节。最简单的
中间环节由导线和开关组成，复杂的中间环节可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网络。在强电系统中，中间环节
的作用是传输、分配、供给电能以及控制电能的输送。在弱电系统中，中间环节的作用是传送、处理
信号。激励在电路中产生的电流和电压称为响应，有时又把激励称为输入，响应称为输出。电路分析
就是在已知激励和电路结构、参数的情况下求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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