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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电路原理是高等院校电气、通信、自动控制、光电技术、电子技术等电类学科的一门重要的专业
技术基础课。
由汪建编著的《电路原理》（“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内容、体系、结构、习题的选择以及论
述方法上，力图体现本课程的教学规律和基本要求，总结了作者多年课程教学实践的经验与体会以及
教学研究、改革的成果。
该教材在2008年获得华中科技大学优秀教材一等奖。
　　本书就是为该教材的使用而编写的配套教辅。
一方面可供从事电路原理课程教学的教师做参考用，从而共同探讨课程的教学规律和新的教学要求如
何在教学实践中把握和实现，以促进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
另一方面为正在学习本课程的学生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指导，使他们更全面、深刻地认识、理解课程的
知识体系，了解和掌握本课程的基本知识点、重点和难点，解决学习中所遇到的困难，启迪思维、开
阔思路，培养主动学习、积极探究的精神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全书按照教材的章节顺序编写。
每章由学习要点、练习题题解、习题题解三部分组成。
学习要点对本章的基本知识点以及重点、难点内容进行了有条理且细致地归纳，对各知识点的掌握和
应用要求做了明确的提示和说明。
练习题题解和习题题解分别对教材中各节后的全部练习题和各章后的全部习题进行了解答，给出了较
详细的解题过程。
题解部分注意加强对解题方法的指导。
对大多数习题的求解，给出了解题思路，对难点和易错之处给出了提示和说明，以帮助学生准确地理
解和正确地运用所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分析方法。
在课程学习过程中，读者应在独立完成作业的基础上，参考本书对照检查，以提高学习效果，达到融
会贯通的目的。
　　汪建任本书主编，参加本书编写的有陈明辉（第9、11章）、骆健（第5、6章）、曹娟（第7、8
、14章）、汪建（第1～4、10、12、13、15章），全书由汪建统稿。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清华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谢意。
　　由于编者的水平和能力有限，书中的错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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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与汪建编著的《电路原理》配套的教辅。
全书包含了课程学习指导和《电路原理》上、下册中的所有习题（含各节练习题）题解。
书中每章由学习要点、练习题题解和习题题解三部分组成。
学习要点对每章的知识点、重点、难点进行了明确细致的归纳； 题解部分对全部的练习题及习题都给
出了较详细的解题过程，特别注意了对解题方法的指导。
    本书可作为普通高等院校电子信息和电气工程类专业学生学习电路原理的辅导教材，也可作为硕士
研究生入学考试考前复习参考用书，还可供从事电路原理课程教学的教师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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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独立电压源定义在μ-i平面上，其本质上是一非线性电阻元件。
　　独立电压源可工作于电源状态，即向外部输出功率；也可工作于负载状态，即从外部吸收功率。
　　6.独立电流源　　一个二端元件，若其在电路中总能维持输出的电流为确定的量值或波形，与它
的端电压无关，称之为独立电流源。
　　独立电流源也定义在μ-i平面上，其本质上是_非线性电阻元件。
　　独立电流源既可工作于电源状态，也可工作于负载状态。
　　7.受控电源　　受控电源是一种四端元件，也是一种耦合元件，其输出受输入的控制。
共有四种形式的受控电源，即CCCS、CCVS、VCCS、VCVS。
　　受控源与独立电源有着本质的不同，受控源在电路中不能单独产生电压或电流。
含受控源的电路在处理方法上有着特殊之处，需加以注意。
　　8.运算放大器　　运算放大器是一种多端元件。
从电路分析的角度看，其最重要的端子有四个，即同相输入端、反相输入端、输出端和接地端。
　　理想运算放大器是实际运算放大器的理想化模型。
理想化的条件是其放大倍数为无穷大、输入电阻为无穷大及输出电阻为零。
　　理想运放最重要的特性是“虚断路”和“虚短路”。
“虚断路”是指流入两个输人端子的电流为零；“虚短路”是指两个输入端子间的电压为零。
这两个特性是分析含理想运放电路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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