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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按照教育部高等学校电子电气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制定的“电路原理”教学大纲的
要求编写的，适合作为普通高等学校电子信息与电气学科各专业“电路原理”或“电工理论基础”课
程的教材。
　　本书以提高师生教与学的有效性，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为目标编写而成。
在教材内容的选取上，本书合理安排经典内容、传统ra容与新内容的关系。
对于经典内容，本书以电路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方法及应用为主线，贯穿全书；在传统
内容的编排上，本书删繁就简，力求突出理论与方法中所体现的从“物理现象”到“数学模型及算法
”，再到“工程应用’’的电路问题的解决过程；本书还适当增加了新内容，如有源滤波器、计算机
仿真分析等，以体现教材的时代特点。
本书各章节的安排遵循由简到繁、循序渐进、难点分散的原则，采用先“静态”（直流电路分析），
后“稳态”，再“动态”的教学体系，便于教学。
本书力求做到论述严密、深入浅出，各章节的引言也力求突出问题驱动及前后呼应，并配有丰富的例
题及习题，便于读者自学。
　　在编写过程中，本书重点强调了以下三个方面。
适当强调建立电路模型的研究方法。
在分析各类元器件（如受控源、互感、理想变压器、双1：3网络和传输线等）时，都突出从实际器件
的物理概念到建立电路模型的过程，适当体现或重现电路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
强调应用电路的基本原理（基本定律和理想元件的电路模型）分析电路。
从第1章引出电路的基本原理后，其后的各章都突出电路基本原理的应用，使学生牢固掌握电路基本
原理及基本分析方法。
强调在应用电路的基本原理分析电路问题时，可通过演绎、归纳等手段，得到便于实际应用的分析方
法，如一般分析方法（如节点方程和回路方程的系统编写法、一阶电路的三要素解法等），简化的分
析方法（如互感消去法、三相化单相分析法等），以及等效的分析方法（等效电阻法、戴维南等效电
路法等）等，使学生对电路理论有全面、系统的掌握。
　　本书加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内容，适当引入了有实际应用背景或与后续课程相关的电路实例，开
阔学生分析实际问题的视野，实现了与后续课程有效衔接。
关于各章的课时安排，本书给出了教学建议，供师生参考。
本书的第1、2章由贺立红执笔，第3.6章及附录A由吴建华执笔，第7、8、12章由李华执笔，第9-11章由
王安娜执笔，附录B由鲍喜荣执笔，吴建华负责全书的统筹与协调。
本书大纲承蒙清华大学的陆文娟教授审阅，得到了许多宝贵意见，谨致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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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机械工业出版社21世纪高等院校电子信息与电气学科系列规划教材，内容符合教育部高等学校
电子电气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于2004年制定的“电路原理”教学大纲的要求。
本书在全面介绍电路原理知识的基础上，适当引入了有实际应用背景的电路问题，以及与后续课程有
关的电路问题的分析。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电路模型和基本定律，线性电阻网络分析，正弦稳态电路分析，三相电路，互
感电路与谐振电路，周期性非正弦稳态电路分析，线性动态网络时域分析和复频域分析，双口网络，
非线性电路，分布参数电路及均匀传输线，磁路。
附录包括网络图论和矩阵形式网络方程，OrCAD／PSpice在电路分析中的应用。
书后还附有习题参考答案。
    本书可供高等学校电子信息与电气类(强、弱电)各专业师生作为“电路原理”、“电工理论基础”
课程的教材使用，也可供有关科技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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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电路模型和基本定律　　1.1 电路和电路模型　　电路是电流的通路，它主要由一些电气元
件或电气设备联结而成，能实现能量的传输和转换，或实现信息的传递和处理。
电路在日常生活和生产实际中随处可见，例如厂矿中各种电气设备和纵横几百公里的电网系统，可实
现电能的转换和传输；家用电器中的音响设备、电视机，可实现信号的传递和处理。
实际电路是由种类繁多的电路元件组成的，这些元件一般可分为电源、　　负载和传输元件等。
　　·电源：是提供电能或发出电信号的设备。
　　·负载：是用电或接收电信号的设备。
它把电能转换成其他形式的能量。
　　·传输及控制器件：是电源和负载中间的连接部分。
　　由于实际电路元件种类繁多，功能各异，直接对实际电路进行研究会使问题十分复杂。
电路理论采用了模型化的方法研究各种实际电路元件及实际电路，通过建立能反映实际电路元件主要
物理本质的模型，使问题得到简化。
实际电路元件中发生的电磁现象主要是电磁能量的消耗现象和储存现象，这些现象以不同的强度交织
在一起，决定了一个实际电路元件的物理特性。
如果对这些电磁现象分别建立物理模型和数学模型，构造出几个理想电路元件，那么对于一个实际电
器部件，根据其电磁特性，可以用理想电路元件的组合来表示。
这样由理想电路元件构成的电路，称为实际电路的电路模型。
电路模型是以足够的精度近似地描述实际电路，是对实际电路在一定条件下的科学抽象。
显然，当抽象出的电路模型精度不够高时，会给实际电路的分析带来较大误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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