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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是根据教育部高等职业教育电子信息类专业《电路
分析基础》课程教学要求，以及该课程教学内容的特点，结合计算机仿真实验与实际操作实验编写而
成的。
电路分析基础是电类专业的入门课程，是学好电类专业课的基础。
本书从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及要求出发，系统地介绍了电路的基本概念、基本定律和基本分析方法。
主要内容包括直流电路、正弦交流电路、三相电路、非正弦周期信号电路和线性动态电路等。
此外，为了适应不同专业的要求，对二端口网络和非线性电阻电路也作了简要介绍，以供部分院校选
用。
本书的编写目标是适应电路内容知识更新和课程体系改革的需要，着重介绍经典的电路分析方法，力
求做到以应用为目的，以必需、够用为度，讲清概念，结合实际，强化训练，突出适应性、实用性和
针对性。
在例题和习题的选择方面，适当淡化手工计算的技巧，并根据该课程具有较强的实践性特点，引入了
计算机辅助分析与仿真测量，同时书后提供了10多个电路的操作实验，供学习各章节时选用，以达到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和“讲、学、做”的统一。
目前，电路分析与仿真软件的使用已经非常普及，本书各章中都配有计算机仿真实验，作为教学的必
要内容来要求。
将仿真实验与电路分析的理论教学相结合有很多好处。
传统课程内容侧重于用数学方法描述和求解电路，而计算机仿真实验可以在分析结果的可视化方面来
补充理论分析，能直观地呈现电路的输入输出波形与电压电流功率等数值和参数，有利于学生对电路
性质及电路基本概念与基本定律的理解与掌握。
利用计算机仿真实验还可以接触到更接近于实际元器件的模型，进行虚拟测量与试验等，是培养学生
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
同时，学生在仿真实验的基础上，再进行实际操作实验，可以更好地掌握实验的原理与步骤，更好地
领会实验的注意事项，降低实验过程中测量仪器仪表的损坏率，并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自学
能力，有利于学生学以致用、解决实际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
书中打*号部分为选修内容，属于选修模块，其余是必修的基础模块。
本书的基本教学时间为96学时，包括必修的理论知识、仿真实验和实际操作实验。
选修内容的总学时为36学时，选修内容与学时可根据各专业需要进行取舍。
学时分配方案如下表所示，仅供参考，各院校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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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全国高等职业教育 “十一五” 国家级规划教材。
?　　全书共11章，主要内容包括电路的基本概念与定律，直流电路分析，正弦交流电路的基本概念与
分析，互感耦合电路，三相交流电路，非正弦周期信号电路，线性动态电路分析等，另有二端口网络
和非线性电阻电路可根据不同专业的需要作为选修内容。
各章含有内容提要、本章小结和习题。
?　　全书按照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讲、学、做”统一的原则编写，书中各章内容配有相应的计算机
仿真实验，书后还提供了10多个实际操作实验。
在学习过程中，将电路的理论知识与仿真实验和操作实验结合起来，可使学生加深对电路基本概念、
基本定律和电路分析方法的理解，增强学生应用计算机分析电路的能力以及实践操作能力，为学生学
好后续电类专业课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　　本书内容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全书叙述重点突出、概念清楚，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电子信息类
和电子、电气类各专业的教材，也可供相关电类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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