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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古至今，“计算”都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一条主线，未来也将如此。
众所周知，孩童在牙牙学语之后就开始学数“数”，小学、中学、大学更是少不了“计算”。
现代高精尖的科学技术，诸如航空航天飞行器的制造、发射、运行，火箭、导弹飞行轨道的控制，人
造卫星飞行姿态的调整，必须依赖快速、科学的计算与决策；现代化的大地测量、气象遥感、地质勘
探、地震预测预报等都需要大量的、科学的“计算”。
历史已经证明：各个历史时期生产的发展、科学的进步，与当时的计算理论、计算装置设备、计算技
术手段的发展和进步是密不可分的。
一个人，如果一般的账都算不清，那就要被划归属于低智商人群了。
一个国家如果计算设备、技术上不去，其他领域的科技发展将会大受影响，不会走在世界的前列。
可以说，评价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科技状态、水平，最快捷的办法就是审视那里所进行的“计算”
以及由计算所累积的数据是如何被用于决策的。
目前，全世界计算机数量和用户都在急剧增加，在各行各业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为适应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科技发展对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人才的需求，全国几百所高等工业院校
都相继开办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而电路、信号与系统是其中重要的课程。
在当今信息化社会，无论是家庭生活中使用的大、小家用电器，还是工农业生产中使用的各种自动控
制生产线，或是科学研究中使用的各种精密实验仪器、测量系统、计算机网络等，无处不用电路、信
号与系统。
具体说，人们听收音机、看电视、打电话要用电路，工厂自动生产线的控制要用电路，航天器(比如我
国的嫦娥1号、神五、神六)飞天的控制、水下核潜艇的潜与浮的控制、计算机硬件电路、接口电路等
都使用着电路、信号与系统，特别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学生，学习好电路、信号与系统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电路与系统的发展史源远流长，我们在学习电路、信号与系统的首节课时，就应当缅怀对电路、信号
与系统的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世界著名科学家。
简明回顾他们的学术成就，学习他们重实验观察现象、归纳总结、理论升华的科学严谨的研究态度。
法国科学家库仑，1785年定量地研究了两个带电体间的相互作用，得出了历史上最早的电学定律——
库仑定律，这是人类在电磁现象认识上的一次飞跃。
意大利科学家伏特，1800年发明了第一种化学电源——铜锌电池，它能够把化学能不断地转变为电能
，这一发明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引起了电磁学的一场革命。
法国物理学家安培，1825年提出了著名的安培定律，他从1820年开始测量电流的磁效应，从中发现两
个载流导线可以相互吸引又可以相互排斥，这一发现成为研究电学的基本定律，为电动机的发明做了
理论上的准备。
德国物理学家、数学家欧姆1826年发表的《电路的数学研究》一文中第一次出现欧姆定律公式，时至
今日，中外电路教科书中无一例外地都保留、讲授这一精辟的电学定律。
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1831年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他坚信既然电能产生磁，那么磁也能产生电，他终
于发现在线圈内运动的磁体可以在导线中产生电流，这一发现成为发明、制造发电机和变压器的理论
根据，从而使机械能变为电能成为可能，推动了电在工业上的广泛应用，使人类迈向了电气时代。
1840年，英国物理学家焦耳把环形线圈放入装水的试管内，测量不同电流强度和电阻时的水温，通过
这一实验，他发现：导体在一定时间内放出的热量与导体的电阻及电流强度的平方之积成正比。
四年之后，俄国物理学家楞次公布了他的大量实验结果，从而进一步验证了焦耳关于电流热效应之结
论的正确性。
因此，该定律称为焦耳楞次定律。
德国物理学家基尔霍夫,以他对光谱分析、光学和电学的研究著名。
基尔霍夫给欧姆定律下了严格的数学定义，在他还是23岁大学生的时候就提出了著名的电流定律和电
压定律，这成为集总参数电路分析最基本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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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物理学家赫兹1886年10月，用放电线圈做火花放电实验，偶然发现近旁未闭合的绝缘线圈中有电
火花跳过，便敏锐地想到这可能是电磁共振，证实了电磁波的存在，他在1887年发表的题为《论在绝
缘体中电过程引起的感应现象》的论文中，全面验证了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的正确性。
法国电报工程师戴维宁1883年发表在法国科学院刊物上仅一页半的论文，早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电路定
理，即戴维宁定理。
定理的对偶形式50年后由美国贝尔电话实验室工程师E.L.Norton提出，即诺顿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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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充分考虑现代电子科技、计算机软硬件发展的新趋势编写而成。
主要内容包括：电路的基本概念与定律、电阻电路分析、动态电路时域分析、正弦稳态电路分析、网
络频率响应、信号与系统的基本概念、连续信号与系统的时域分析、连续信号与系统的频域分析、连
续信号与系统的复频域分析。
基本概念讲述透彻，常用的基本分析方法讲述步骤明确，举例类型多，结合工程实际，便于读者仿效
掌握；电路定理阐述简练，应用范围、条件明确，使用中应注意的问题归纳详尽；经典内容取舍合理
，新器件、新方法介绍适度；每节后配有辅助概念理解、引伸问题的思考题，每章后配有深浅度适中
、题型搭配合理的习题，书末附有部分习题的参考答案，这些配置对教师施教、学生自学都非常有益
。
　　本书可作为普通高等教育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的本科生教材，对电子类行业的工程技术人员
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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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1.2 电路模型在实际电路中使用着各种电气元器件（又统称为电路部件），如电阻器
、电容器、电感器、灯泡、电池、晶体管、变压器等。
实际的电路部件虽然种类繁多，但在电磁现象方面却有许多共同的地方。
譬如，电阻器、灯泡、电炉等，它们主要是消耗电能的，这样我们可用一个具有两个端钮的理想电阻
来反映消耗电能的特征，当电流通过它时，在它内部进行着把电能转换为其他形式能量的过程。
理想电阻的模型符号如图1.1-2（a）所示。
类似地，各种实际电容器主要是储存电能的，用一个理想的二端电容来反映储存电能的特征，理想电
容的模型符号如图1.1-2（b）所示。
用一个理想的二端电感来反映储存磁能的特征，其模型符号如图1.1-2（c）所示。
有了上述定义的理想电阻、理想电容、理想电感元件模型，对于任何一个实际的电阻器、电容器、电
感器部件，都能用足以反映其电磁性能的一些理想元件模型或其组合来表示，构成实际部件的电路模
型。
譬如，灯泡、电炉、电阻器，它们的主要电磁性能都是消耗电能，在低频应用时，它们中储藏的电能
、磁能比起它们消耗的电能来说很微小，可以忽略不计，这些实际部件的电路模型都可用图1.1-2（a
）中的理想电阻R来表示。
这样，就抽掉了这些实际部件的外形、尺寸等的差异性，而抓住了它们所表现出来共性的东西，即消
耗电能。
再如一个实际的电感器，它是在一个骨架上用良金属导线绕制而成的，如图1.1-3（a）所示。
如果应用在低频电路里，它所表现出的电磁性能主要是储藏磁能，它所消耗的电能与储藏的电能都很
小，与储藏的磁能相比可以忽略，在这种应用条件下的实际电感器，它的模型可视作图1.1-3（b）所
示的理想电感L。
如果应用在较高频率的电路中，绕制该线圈的导线所消耗的电能需要考虑，它储藏的电能仍可忽略，
那么，这种情况的实际电感器的模型就可用体现电能消耗的电阻R与体现磁能储藏的电感L相串联表示
，如图1.1-3（c）所示。
如果这个实际电感器应用在更高频率的电路中，它储藏的电能也需要考虑，那么这种情况下的实际电
感器的电路模型可用图1.1-3（d）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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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面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规范系列教材:电路、信号与系统》主要特色：结构体系安排科学：先易
后难，循序渐进，概念层次衔接紧凑、通畅，符合教学规律。
内容选材合理充实：经典内容取舍恰当，新器件、新方法介绍适度，符合教指委制定的专业规范要求
。
基本概念讲授准确、透彻，方法得当：注重物理概念阐述，必要的定理推导简明扼要，思路清晰、严
谨，结论明确；常用的分析方法讲述步骤清楚有条理，举例类型多，结合工程实际，具有启发性；电
路定理阐述简练，应用范围、条件明确，使用中应注意的问题归纳详尽。
辅助教学资料配置齐全：每节后配有辅助理解概念、引申问题的思考题，每童后配有深浅度适中，题
型搭配合理的习题，书末附有部分习题的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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