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电路分析基础（上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电路分析基础（上册）>>

13位ISBN编号：9787040184709

10位ISBN编号：7040184702

出版时间：2009-2

出版时间：高等教育出版社

作者：李瀚荪

页数：270

字数：33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电路分析基础（上册）>>

前言

　　2004年夏高等教育出版社策划编辑刘激扬女士告诉我，《简明电路分析基础》（以下简称为《简
明》）于2002年8月出版后，仍有一些学校在使用《电路分析基础》（第3版）（以下简称为《第3版》
，类似地以下还将使用《第1版》、《第2版》和《第4版》的简称）。
出版目录上，两者并存。
随后，我查了一下，从2002年8月至2004年8月，两年间两者均印刷三次，其中《第3版》上、中、下册
，共印刷了30万册，表明市场对该版仍有需求。
刘女士又告诉我，《第3版》印刷纸型已不堪重负，难以继续使用，与其重制，不如根据一些学校的
需要，撰写《第4版》。
我很赞同，于是便写成了本书。
　　早在2002年8月《简明》出版之际，在浙西天目山庄的教材研讨会上，我曾向高等教育出版社楼史
进编审提交了《简明》普及版的撰写设想。
当时是考虑到各类学校和不同的有关专业，对“电路分析基础”课程事实上存在着不同的要求，写成
不同层次的两种版本，尽可能地满足需要，便于选用。
《第4版》基本上就是按照当时对普及版的思路撰写的。
因此，《第4版》就是《简明》普及版。
　　作为《简明》普及版，《第4版》理所当然地是以《简明》序言中提出的“述而求作，理枝循干
”作为编写主旨的。
与时俱进，《第4版》的基本结构确实比《第3版》更形凸现，这从目录上和附录B的“复习大纲”便
可看出。
与《第3版》相比，内容有所删减，内容的处理上有所简化。
删去了原第三、五、九、十、十五等五章，这些章中需要保留的一些内容，以适当方式并入（第4版
》的有关章节中，例如非线性电阻电路并入第四章 ；正弦交流的基本概念并入第六章 ；冲激响应并
入第六章 ；原双口网络一章中的互易定理并入第二章 等。
其归属处理大致与《简明》相同，但要求略低。
根据《简明》普及版撰写设想，教材力求突出物理概念，避免过多使用数学知识；多用例题说明问题
，避免使用冗长的叙述或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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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路分析基础》是一套深受读者好评的教材。
在第3版出版十余年后，作者对此书进行了修订。
除内容有所调整外，还将原来上、中、下三册的结构改为上、下两册    《电路分析基础》第4版是普通
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上册分为两篇：总论和电阻电路的分析、动态电路的时域分析。
具体内容有：集总参数电路中电压、电流的约束关系、网孔分析和节点分析、叠加方法与网络函数、
分解方法及单口网络、电容元件与电感元件、一阶电路、二阶电路。
    本书可供普通高等学校电子信息、通信工程、电子科学等专业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有关工程技术
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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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总论和电阻电路的分析　第一章　集总参数电路中电压、电流的约束关系  　1—1  电路及集
总电路模型  　1—2  电路变量  电流、电压及功率  　1—3　基尔霍夫定律  　1—4  电阻元件  　1一5  电
压源  　1—6　电流源 　　1—7　受控源  　1—8  分压公式和分流公式  　1—9  两类约束KC1、KV1方
程的独立性  　1—10　支路分析  　习题　第二章  网孔分析和节点分析 　 2—1  网孔分析 　 2—2  互易
定理  　2—3　节点分析　　2—4  含运算放大器的电阻电路  　2—5  电路的对偶性  　习题　第三章  叠
加方法与网络函数 　 3一1  线性电路的比例性  网络函数 　 3—2  叠加原理    3—3  叠加方法与功率计算 
  3—4　数模转换器的基本原理    习题  第四章  分解方法及单口网络    4—1  分解的基本步骤    4—2  单口
网络的电压电流关系      4—3  单口网络的置换——置换定理    4—4  单口网络的等效电路    4—5　一些
简单的等效规律和公式    4—6　戴维南定理    4—7　诺顿定理    4—8　最大功率传递定理    4—9　T形
网络和n形网络的等效变换    习题第二篇　动态电路的时域分析  第五章  电容元件与电感元件    5一1  电
容元件    5—2　电容的VCR    5—3  电容电压的连续性质箱记忆性质    5—4  电容的储能    5—5　电感元
件    5—6　电感的VCR    5—7  电容与电感的对偶性  状态变量    习题  第六章　一阶电路    6—1  分解方
法在动态电路分析中的运用    6—2　零状态响应    6—3  阶跃响应  冲激响应    6—4　零输入响应    6—5  
线性动态电路的叠加原理    6—6　三要素法    6—7　瞬态和稳态    6—8　正弦激励的过渡过程和稳态    
习题　⋯⋯第七章　二阶电路部分习题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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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第一章1－10中已指出：求解电路中的各个支路电流及电压可分两步进行，这样可使所需联立方
程的数目由26个减少为6个。
在用支路电流法时，设法先求得全部的支路电流，然后再根据支路的vCR求得各支路电压。
在求解电流时需要求解6个联立方程。
运用支路电压法，情况相似，也需求解6个联立方程。
能否使所需的联立方程再进一步减少呢？
这便是本章要说明的问题。
　　电路中的6个支路电流是受KCL约束的，因而由个数少于6的某一组电流即能确定每一个电流（1）
。
由此可见，在分两步求解电路时，可以先选取适当的一组电流而不是全部支路电流作为第一步求解对
象。
在求得这组电流后就可以很容易地确定每一个电流和电压。
同理，也可先选取适当的一组电压，求得答案后再去确定每一个电压和电流。
显然，这样做，可以达到减少联立方程数的目的。
立足于网孔的电路分析和立足于节点的电路分析，体现了这一思路。
前者称为网孔分析（法），又称网孔电流法，后者称为节点分析（法），又称节点电压法，它们都是
电路分析中常用的方法。
其中节点分析应用更为广泛，且便于编写计算机程序，应予更多关注。
互易定理是作为网孔分析的应用例子而出现在本章中的，这对于省去双口网络部分而又需要介绍该定
理的本书，也许是一个较好的处理方式。
另外，作为节点分析的应用例子，本章亦稍涉及简单含运算放大器电路的分析。
最后，本章将介绍电路的对偶性。
　　本章应视作1－9和§1－10的继续。
不论是网孔分析还是节点分析，其最终目的还是解出所需的支路电压、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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