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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分析》

前言

　　20世纪60年代以来，计算机的应用使“电路理论”课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典的电路理论虽然
有它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完整的体系结构，但它与解算工程实际电路问题之间尚存在一条鸿沟。近代的
电路理论引入了电路模型、网络拓扑和计算机辅助分析后，应用通用的电路分析软件，就能方便快速
地对节点数较多的实际电路进行直流、频域、时域、非线性和灵敏度等各种分析，从而填补了这条鸿
沟。因此到了今天，随着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材的不断更新，在以下方面的认识应该同步跟上。
　　1．“电路理论”遵循的是“简单一复杂一简单”的发展、上升规律。为了求解电路的响应，从
用欧姆定律、基尔霍夫定律解算简单电路，发展到用网络参数、卷积和各种变换解算较为复杂的电路
问题。如今大量的计算工作可由计算机代劳，使经典电路理论中部分内容和方法的重要性有所下降，
对不同层次的教学对象，完全可以进行有区别的删减。删繁就简正是体现了电路理论发展的规律。　
　2．进入近代电路理论后，可以用新的观点来处理经典的内容，达到推陈出新的效果，而不应将传
统的内容全部束之高阁。可以用对偶的观点来讲述各种串联和并联的电路问题，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也可以用求解变量从多到少，再从少到多的辩证发展观点来讲述从全部支路电压、电流作求解变量
到支路电流法、节点电压法，再到改进节点法和稀疏表格法，达到将各种系统分析方法融会贯通的效
果；还可以用二端口网络起变换作用的观点来讲述二端口网络的参数以及理想变压器、回转器、负阻
抗变换器，达到树立学生创新意识的效果。　　3．大学的教学已经变“专业教学”为“工程技术科
学基础教学”，“电路理论”已成为电类学生共同所需的知识大平台中的一部分。因此教师在组织教
学内容时，应该考虑教会学生掌握本课程的基本结构——两类约束（元件约束、结构约束）和三种方
法（叠加、分解、变换），而不必顾虑少讲了哪种具体的内容和计算方法，因为前者才是学生今后进
一步从事科学研究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所需的知识和能力。　　4．21世纪是信息时代，学生获取知识
可以通过多种媒体和方式，而不再局限于课堂上。因而教师不能再有“以我为主”的思想，而应该多
为学生提供各类学习资料（参考书、CAI课件等），并创造一种学习环境（讨论、实验、电路分析软
件的使用、制作竞赛等），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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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电路分析》着重讲述电路分析的基本方法。内容除包含“电路
分析”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外，适当地作了加深拓宽。体系与内容均较新颖。《普通高等教育"十五"
国家级规划教材:电路分析》共分八章：分析的基础、系统分析法、时域分析法、相量法、复频域分析
法、零极点法、网络参数分析法和图解分析法。配合正文内容有适量的例题，各章未有小结和习题。
教材配有助教助学的计算机辅助教学课件，有利于在教学的各个环节中使用计算机辅助教学手段。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电路分析》为大学本科电类各专业“电路分析”课程的教材，
也可供有关科技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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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分析的基础　　学习电路分析主要是掌握电路的基本规律及其计算方法，从而分析并了解
典型电路的特性，为今后的实际工作做好理论准备。但是，书本中所能学到的电路知识毕竟是有限的
，而今后实际工作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则是千变万化、层出不穷的。因此，如果能掌握一些分析问题的
方法将会终生受益，解决实际问题时就能得心应手，应付自如。本章就是从介绍最一般的分析方法人
手，建立实际装置的物理模型，遵照电路的基本规律建立其数学方程，从而引出以后各章的学习内容
。因此，本章实际上是全书的基础。　　1.1 研究对象和方法　　电路理论是电类各专业的一门重要的
基础理论，它包括分析和综合两个方面。电路分析的任务是由已知的电路结构和元件参数，通过计算
求得电路的特性。而网络+综合是根据所要求的电路性能来设计电路的结构，并确定元件的参数。显
然电路分析是学习电路理论的入门阶段。　　就电路分析而言，经典分析法往往要借助于一些并非普
遍适用的解题技巧，所能计算的电路远不及现代分析法计算的规模大和速度快。但是，经典分析法能
为初学者提供清楚的物理概念，至今仍受到足够的重视，所以掌握经典的和现代的两种分析方法都是
十分必要的。学习经典分析法是为了能阐明电路中物理现象的本质，并用以求解一些规模不大的电路
问题；而学习现代分析法是为了能应用计算机迅速地求得电路问题的解答。两者应该是相辅相成而不
可偏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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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大四终于过了，也让我认清了，根本对电路是一窍不通
2、　　我们现在上掉一半了。下学期上另一半
　　恩。。其实 如果 每节课下课 都把该章节详细看下。。脑子会有比较清楚的概念的。吴锡龙蛮出
名的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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