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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机电类规划教材《电工基础》的第2版。
为使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能更好地适应应用型本科的教学特点及培养目标，本书除了对原书进行一些
必要的文字修改外，还在保证基本内容、基本原理和基本分析方法的前提下，进一步强调了实际工程
能力的培养，突出了基本思路与方法的介绍，对一些章节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筛选。
特别在例题、思考题、习题的内容及要求上作了精选，力求突出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的掌握，更便于
课堂教学和课后复习及自学。
　　考虑到课程的基本要求及与相邻学科间的联系，并考虑到拓宽专业的要求，本书保留了原书的基
本内容及基本体系，基本保持了各章的独立性和相对完整性，加强了内容的层次性，便于在使用过程
中根据不同层次、不同专业的需求及不同学时等具体情况进行内容的选择或调整。
　　参加本书修订工作的有南京工程学院陈菊红、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陈铁牛、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叶真、郑州大学焦素敏、南京工程学院许小军等。
本书由陈菊红统稿，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钱锡源主审。
　　限于编者水平，书中难免存在不足及错误之处，恳请专家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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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机电类规划教材《电工基础》的第2版，主要内容包括电路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定
律、电路的等效变换、线性网络的一般分析方法及基本定理、正弦稳态电路、互感电路、三相电路、
非正弦周期电流电路、线性电路过渡过程的时域分析和复频域分析、二端口网络、非线性电阻电路、
磁路和铁心线圈电路等。
全书共分十三章。
    本书可作为应用型本科电气类专业的教材，也可供其他各类院校相关专业教学选用，或供工程技术
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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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电路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定律　　第一节 电路和电路模型　　电路是各种电器设备按一定
方式连接起来的整体，它提供了电流流通的路径。
现代工程技术领域中存在着许多种类繁多、形式和结构各不相同的电路，但就其作用而言，不外两个
方面。
一是进行能量的转换、传输和分配，电力系统电路就是这样的典型例子，发电机组将其他形式的能量
转换成电能，经变压器、输电线传输到各用电部门，在那里又把电能转换成光能、热能、机械能等其
他形式的能而加以利用。
二是对电信号的处理和传递，收音机或电视机就是把电信号经过调谐、滤波、放大等环节的处理，使
其成为人们所需要的其他信号。
电路的这种作用在自动控制、通信、计算机技术等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
　　电路有时也称为电网络。
　　实际的电路元件在工作时的电磁性质是比较复杂的，绝大多数具备多种电磁效应，给分析问题带
来困难。
为了使问题得以简化，以便于探讨电路的普遍规律，在分析和研究具体电路时，对实际的电路元件，
一般取其起主要作用的方面，并用一些理想电路元件来替代。
所谓理想电路元件是指在理论上具有某种确定的电磁性质的假想元件，它们以及它们的组合可以反映
出实际电路元件的电磁性质和实际电路的电磁现象。
实际电路元件虽然种类繁多，但在电磁性能方面可把它们归类。
例如：有的元件主要是供给能量的，它们能将非电能量转换成电能，像干电池、发电机等就可
用&ldquo;电压源&rdquo;这样一个理想元件来表示；又如有的元件主要是消耗电能的，当电流通过它
们时就把电能转换成为其他形式的能，像各种电炉、白炽灯等就可用&ldquo;电阻元件&rdquo;这样一
个理想元件来表示；另外，还有的元件主要是储存磁场能量或储存电场能量的，就可用&ldquo;电感元
件&rdquo;或&ldquo;电容元件&rdquo;来表示等。
　　用抽象的理想元件及其组合近似替代实际电路元件，从而把实际电路的本质特征反映出来，构成
了与实际电路相对应的理想化电路，称为电路模型。
无论简单的还是复杂的实际电路都可以通过理想化的电路模型得以充分的描述。
今后所讨论的电路都是电路模型，通过对它们的基本规律的研究，达到分析研究实际电路的目的。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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