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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入，各校的教学计划都在不断地调整和完善。
我们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工科电工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关于面向21世纪电工电子系列课程和教学内
容改革的几点建议”和新的课程体系与教学要求，总结了多年从事电路和电子技术教学工作的经验，
编写了本教材。
本书将非电类专业的“电路”、“电机”与“模拟电路”合并成一门课程，以适应不同专业的教学计
划，较大地压缩了教学时数。
编写的指导思想是：加强基础，精选内容，注重应用，引导创新，讲清概念，注重能力培养，利于教
学，便于自学。
　　“电工学”是高等学校非电类专业的技术基础课程。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掌握电工技术必要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基本分析方法
；能够了解电工技术的发展概况；具有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后续课程学习以及毕业后
从事有关电工技术工作、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书中通过实例、例题和习题说明理论
的实际应用，使学生对所学的理论更好的联系实际，学以致用。
　　电路和电机部分（第1～7章），根据各专业的需要，选出最基本的教学内容重点阐述，减少复杂
的数学推导，以保证学生掌握电路的基本工作原理及其基本的分析方法。
同时在第1章中讨论了惠斯登电桥问题的一题多解和一题多变；在第3章中讨论了正弦交流电路的分析
方法；在第7章中讨论了可编程控制，这种讨论有益于拓宽学生的思路，启迪思维，贯穿所学的知识
和方法，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模拟电路基础部分（第8～11章），采用精选教学内容，注重应用的原则。
第8章集中讲述了半导体器件；第9章重点讲述了基本放大电路，包括三种基本放大电路、场效应晶体
管放大电路、多级放大电路、差动放大电路、功率放大电路；第10章主要讲述了集成运算放大电路，
包括负反馈放大电路、集成运算放大电路、正弦振荡电路；第11章讲述了直流稳压电源。
　　建议本课程学时数为54学时。
由于本课程涉及的内容较多，有些内容不必全在课堂上讲授，可在老师的指导下让学生通过自学掌握
，并建议配套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以提高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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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工学》是根据高等学校电工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关于面向21世纪电工电子系列课程和教学
内容改革的几点建议”并结合高等学校特点和我们垂年来的教学实践经验编写而成的。
主要特点：加强基础，精选内容，注重应用，引导创新，讲清概念，注重能力培养。
利于教学，便于自学。
全书共分11章，内容包括：直流电路分析、电路暂态分析、正弦交游电路、三相交流电路、变压器、
电动机、电气自动控制、半导体器件及栏性、基本放大电路、集成运算放大电路、直流稳压电源等。
　　《电工学》编写力求结构合理，思路清楚，概念清晰，深人浅m．通俗易懂沣意各章节之间、本
教材和相关教材之间的衔接和联系。
书中的思考题三习题难易度适中，附有习题答案，大部分章末都用MLdtisim 7软件对典型电路做了仿
真分析。
　　《电工学》可作为全国高等学校、高等师范院校和综合院校的非电类锌专、Il的电工学教材，也
可供有关科技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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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电路的基本分析方法　　本章首先介绍电路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定律，然后着重介绍直流
线性电路的分析和计算方法，包括网孔电流法、节点电压法、等效电源定理、叠加原理等。
最后对惠斯登电桥问题进行讨论并简单介绍用Multisim 7对电路进行仿真。
这些内容不仅适用于直流电路，而且也适用（或稍加扩展）于交流电路，因此学好本章内容，将对以
后的学习起着重要的作用。
　　1.1　电路的组成与模型　　1.1.1　电路的组成　　电路就是电流流通的路径。
它是由若干电气元、器件按一定的方式连接起来的电流的通路。
　　按电路的功能分类，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实现能量的输送和转换；另一类是实现信号的传递和处
理。
　　最简单的电路之一是手电筒电路，它是由干电池、电珠、连接导线及开关组成，如图1-1a所示。
干电池是一种电源，它将化学能转换成电能，为电路提供电能；电珠是一种负载，它由电阻丝制成，
当电流流过电阻丝时，就会发热而使电珠发光，它是一种消耗电能的器件；连接导线构成电流的通路
；开关则起控制电路接通和断开的作用，所以开关和导线是连接电源和负载的中问环节。
这一类电路实现了能量的输送和转换，一般要求它应有较小的能量损耗和较高的效率。
　　另一类是以传递和处理信号为主要目的的电路，如图1—2所示的扩音机电路。
扩音机由话筒、放大电路、扬声器组成。
话筒将声音转化成电信号，经过放大电路放大，送到扬声器再转化成声音输出。
这里，话筒是产生信号的设备，称为信号源，它相当于电源；扬声器是转化和接收　　信号的设备，
也就是负载；放大器是中间环节，它将话筒输出的微弱电信号放大到足以推动扬声器发声。
在这类电路中，所关注的是如何准确而迅速地传递和处理信号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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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工学》将非电类专业的“电路”、“电机”与“模拟电路”合并成一门课程，以适应不同专
业的教学计划，较大地压缩了教学时数。
编写的指导思想是：加强基础，精选内容，注重应用，引导创新，讲清概念，注重能力培养，利于教
学，便于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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