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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分析》

前言

　　为了适应“21世纪应用型高等学校”的教学要求，我们研究了从一般本科过渡而来的电路教材，
这些教材删减了一些内容，降低了例题的难度，但编排方法和侧重点变化不大。“应用型高等学校”
包括高职高专院校、应用型本科院校等，这些学校理论教学学时偏少、学生理论推导能力一般、学生
今后的工作方向不做理论研究，因此电路理论教学够用就行。我们对“够用”的理解是：后续电类课
程用到的概念要牢固建立，理论知识能够正确理解，电路的电流、电压、功率能够准确计算。本教材
的编写原则是：定理的推导过程适当从简；必须牢固建立概念的章节重点在原理讲述；必须掌握计算
方法的章节，强化计算训练，增加例题数量和难度档次，详细交代计算思路；醒目印刷记忆要点以吸
引学生注意力；联系电力、电子工程实际，适量增加实用测试技术的篇幅，着力为后续课程铺垫；便
于学生阅读与自学。　　本教材的编排讲究章节间的承上启下，让学生明白各章节存在的意义；语言
的运用上采用类比及对偶手法阐明来龙去脉，简明严谨，朴实通俗，便于理解、记忆和掌握；重计算
的章节，章节名中注明“计算”二字；重概念的章节，章节名中注明“概念”二字；章节名还突出了
容易忽视的重点概念，如伏安关系式、同名端、分流分压公式等。本教材为不同专业备有非线性电阻
电路、三相电路中的高次谐波、均匀传输线等内容待选。　　本教材适用于应用型本科及高职高专电
力类、自动化类、机电类、电气类、仪器仪表类、电子类及测控技术类专业，还适用于专升本升学复
习及电力、电子企业新员工入职前强化培训用。　　本教材第1、2、9、10章由吴安岚、李博森编写，
第3～6章由吴安岚、姬昌利编写，第7、8、11章由智贵连、吴安岚编写。全书由吴安岚统稿。编写过
程中受到西安电力高等专科学校领导及电力工程系大力支持；还受到王爱国、李建兴、陈延枫、徐益
敏老师的帮助；此外我校11065班优秀毕业生王超、季炜、狄雯也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感
谢。　　由于编写时间紧，编者水平有限，本教材中难免会有疏漏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为
了方便本教材的教师教学，编者编制了配套的多媒体课件，使用本教材的教师请与出版社联系拷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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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分析》

内容概要

《电路分析》按照应用型本科、高职高二号“电路及磁路”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编写，参考学时80～120
。编写内容理论推导从简，计算思路交代详细，概念阐明来龙去脉，增加例题数量和难度档次，章节
分“重计算”及“重概念”两类区别对待，编排讲究逐步深入的递进关系，联系工程实际，训练动手
能力，着力为后续课程铺垫。借助类比及对偶手法，语言朴实简练，图文印刷结合紧密，节省理论教
学时数，便于自学与记忆。除常规篇章外，还备有非线性电阻电路、对称三相电路中的高次谐波、均
匀传输线等内容供不同专业选择。
《电路分析》适用于应用型本科及高职高专电力类、自动化类、机电类、电气类、仪器仪表类、电子
类及测控技术类专业，还适合于专升本升学复习及电力、电子企业新员工入职前强化培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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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分析》

章节摘录

　　1．1．3由理想电路元件组成电路模型　　实际电路中的各种元器件，其电能的消耗和电场能、磁
场能的储存与释放交织在一起，使电路计算复杂。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忽略这些元器件的次要性质，
仅讨论它们单一的主要电磁性能，并用一个准确的数学表达式来描述其主要电磁性能，使电路计算简
单、明确。这种用一个准确的数学表达式来描述其主要电磁性能的元器件就称为理想电路元件。　　
若将实际电路使用的各种元器件用理想电路元件来替代，并用理想导线连接起来，就组成了原实际电
路的电路模型，那么对电路模型进行计算就纳入了准确的数学范畴。电路计算的对象是电路模型，不
是实际电路。　　本书所说的“电路”均指由理想电路元件组成的电路模型。因为理想电路元件反映
了实际元器件的主要电磁性能，所以计算结果能够指导实际电路的设计和应用，但要注意实际元器件
在不同条件下电路模型可能有所不同。　　电路模型简称为电路，各种电路千差万别，但组成电路的
理想电路元件种类并不多，图1-3所示是常见的5种。其中电阻元件的主要电磁性能是消耗电能；电感
元件的主要电磁性能是储存磁场能；电容元件的主要电磁性能是储存电场能；理想电流源的主要电磁
性能是输出确定的已知电流；理想电压源的主要电磁性能是输出确定的已知电压。电阻、电感、电容
元件是无源元件；电流源、电压源是有源元件，有源元件才可能独立向外提供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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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分析》

精彩短评

1、很喜欢这本书，内容很丰实and so on.
2、写的简明的要，不错
3、还行吧，到货速度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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