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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电路原理”作为一门重要的基础学科，其主要应用领域包括电气工程、电力电子工程、信息工
程、控制系统、计算机、微电子系统等，是电气信息类等专业本科生必须具备的知识结构。
“电路原理”主要分析和研究电路中各类电磁现象的变化规律，具有较强的逻辑性、系统性和理论性
，主要培养学生严谨的思维能力、灵活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创新、
创造能力，为在相应学科的进一步学习和提高打好必要的基础。
　　本书作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适合普通高等学校电气信息类（强、弱电）
各专业师生使用，也可作为非电类高年级学生、研究生和教师的参考书。
本书第1版于2001年出版，第2版入选“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根据“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的要求，本书第3版进行了部分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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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制定的教学基本要求，在取材的深度
和广度、教材体系的组织安排等方面均能适应工科学生对电路基础课程的教学要求。
　　本书综合了浙江大学在电路课程中进行教学改革的成果。
作者所在的教研室近年来开展了一系列教学研究，编写了多套各具特色的电路教材（见参考文献），
并开展了多方面的教学改革探索。
在本教材编写过程中，作者秉承使用上述教材所积累的教学经验，并结合教学改革成果，兼收并蓄，
博采众长。
全书注重对电路理论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及应用的分析，力求做到内容精炼、论证严密、重点突出、
适用面广，使教材兼顾强电和弱电类专业的共同教学需求。
教材内容遵循由简到繁、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采用先静态（直流电路分析）、后稳态（正弦周期和
非周期信号的分析）、再动态（过渡过程分析）的教学体系，力求使难点分散，便于施教，以完善和
提高教学效果。
在直流电路中讲述电路的基本计算方法和网络定理；在正弦稳态分析中集中讲述相量（复数）概念；
其后讲授电路过渡过程的经典法和运算法；在拉普拉斯变换中讲述网络的频率特性；分布参数电路和
非线性电路依次在后面章节讲述。
全书各章节均精心编写了相应例题，有利于教师在授课中灵活选材，根据不同侧重点和学时数进行取
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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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内容符合教育部高等学校电子电气基础课程教
学指导分委员会制定的教学基本要求，以电气信息类学生拓宽专业口径为立足点，兼顾强电和弱电类
专业的共同需求。
本书较全面地介绍了经典电路原理知识和现代电路理论的相关内容，注重与后续课程之间的衔接，同
时展示了部分电路的实际应用背景。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电路概述；电路分析的基本方法及定理；正弦交流电路；谐振、互感及三相
交流电路；双口网络；非正弦周期电路分析；网络矩阵方程；过渡过程的经典解法；拉普拉斯变换法
、积分法和状态变量法；分布参数电路；非线性电路等。
　　本书适合普通高等学校电气信息类(强、弱电)各专业师生使用，也可作为非电类高年级学生、研
究生和教师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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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电路概述　　第一节 实际电路与电路模型　　电路是由若干电气设备或器件按一定方式
组合起来的整体，通常为电流提供流通的途径。
电路的作用是传输、存储电能或变换、处理电信号。
在各行各业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都存在着举不胜举的实际电路，如电力系统、电子及通信系统、自
动控制系统和计算机信息系统等。
有些电路很复杂，如超高压电力网络、大规模集成电路以及生物的神经网络等；有些电路很简单，如
手电筒就是一个最简单的电路，仅由电池、灯泡和导电的电筒构成。
尽管实际电路的繁简程度不同、形态各异、功能各异，但是电路都遵循同样的电路定律，这些正是“
电路原理”课程所要研究的内容。
　　电路原理的研究对象不是实际电路，而是由实际电路抽象而成的理想化的电路模型。
为了便于分析、设计电路，在电路理论中，需要根据实际电路中的名个部件的主要物理性质，建立它
们的物理模型，这些抽象化的基本的物理模型就称为理想电路元件，简称电路元件。
实际电路器件是理想电路元件的组合。
由电路元件构成的电路，即是实际电路的电路模型，是在一定精确度范围内对实际电路的一种近似。
电路元件能够表征实际电路中的电磁性质：电阻元件表征实际电路中消耗电能的性质；电感元件表征
实际电路中产生磁场、储存磁能的性质；电容元件表征实际电路中产生电场、储存电能的性质；电源
元件表征实际电路中将其他形式的能量（如化学能、机械能、热能和光能等）转化为电能的性质。
对于一个实际电路，如何根据它的电路特性，构建其电路模型，需要丰富的电路知识，还需运用相关
的专业知识。
在不同的运行条件下，一个实际电路可简化为不同的电路模型。
例如，一个电感线圈在直流稳定状态下，可抽象成为一个电阻；在交流低频情况下，可抽象成为电阻
和电感的串联；在高频情况下，还需考虑线圈的匝间分布电容和层间分布电容，此时可抽象成为电阻
和电感串联后再与电容并联。
　　当实际电路的几何尺寸远远小于电路工作频率对应的电磁波的波长时，其理想化电路模型所表示
的电路器件可不计其空间尺度，而仅反映器件端部电压和流人端部的电流关系，即可用一个集总参数
来描述，此时采用集总参数电路模型进行分析；而当电路工作频率对应的电磁波的波长与实际电路的
几何尺寸可相互比拟时，则必须采用分布参数电路模型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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