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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技术》

内容概要

《电工技术:电工学1(学习指导典型题解)(新版)》是作者按照理工科大学电工技术（电工学Ⅰ）教学的
基本要求、针对学生在学习中存在问题和困难，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编写而成。内容覆盖了现有教材
中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部分内容有所扩充。全书共6章。包括：电路的基本概念与分
析方法、正弦稳态分析、电路的暂态分析、磁路与变压器、电机、继电接触控制与可编程控制器。各
章内容均由基本要求、基本知识点、典型题解析和自我检测题四部分组成。最后给出自我检测题参考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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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建华，博士，西安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长期从事电工、电子技术的教学工作和电子测量
与控制及新型输电系统的研究工作，主编和参编教材4本，发表学术论文近3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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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技术》

章节摘录

　　第1章 电路的基本概念与分析方法　　1.1 基本要求　　（1）了解电路模型及理想电路元件的意
义；　　（2）理解电压、电流参考方向的意义；　　（3）理解电路基本定律并能正确应用；　　（4
）了解电源的有载工作、开路与短路状态，并能理解电功率和额定值的意义；　　（5）掌握分析与
计算简单直流电路和电路中各点电位的方法；　　（6）掌握用支路电流法、叠加原理和戴维宁定理
分析电路的方法；　　（7）理解实际电源的两种模型及其等效变换；　　（8）了解非线性电阻元件
的伏安特性及静态电阻、动态电阻的概念，以及简单非线性电阻电路的图解分析法；　　（9）了解
常用的几种电工测量仪表的基本构造和工作原理，并能正确使用；　　（10）了解测量误差和仪表准
确度等级的意义，以及量程范围和选用方法；　　（11）学会几种常见的电路物理量的测量方法；　
　（12）了解非电量的电测法。　　1.2 基本知识点　　1. 电路的基本概念　　电路是电流的通路。实
际电路是指含有产生、传送和使用电能的各种电气部件的组合体，所以电路由三个部分组成：电源、
负载和中间环节。电路分析的对象是电路模型，电路模型是按一定方式相互联接着的理想电路元件的
集合，理想电路元件恰当地组合，能够相当精确地表示实际电路的电磁性能。　　表1.1是描述电路过
程和电路分析计算中常用的物理量。在电路中规定：正电荷移动的方向为电流的实际方向，电位降低
的方向为电压的实际方向，电位升高的方向为电动势的实际方向。但在实际电路中往往难以事先判断
电流和电压的实际方向。为了分析和计算的方便，可任意选定一个方向作为参考方向，这样电流、电
压就成为代数量，有正负之分。为了方便起见，常采用关联参考方向：电流参考方向与电压参考极性
（方向）相一致的方向。在分析电路时应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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