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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根据《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
质量的若干意见》等文件精神，由具有丰富经验的教师编写而成。
　　为了满足高职院校电气工程及自动化、机电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等专业的教学、就业和岗位要求
，加快高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本教材的编写注重学生应用能力、分析能力和基本技能的培养，突出
高职教育的职业性。
本教材特点如下。
　　（1）顺应教育部面向21世纪高职教育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要求，在整合了电类专业相关课
程的基础上，充分考虑高职高专教育对象的需求，以实际、实用为原则。
　　（2）在内容上，对传统教学内容进行了大胆取舍，强调基本电路理论的应用和掌握，避免复杂
的推理论证，力求通俗易懂。
　　（3）对基本理论的分析采用图解、图示等方法，并强调电路基本理论的实际应用。
　　（4）书中有典型例题，每章后面附有小结、思考题与习题，便于学生总结和复习。
　　本教材由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李家坤、周海波任主编，广东清远职业技术学院的李生明和长江
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的黄宝玉、熊巍任副主编。
参加编写的还有黄伟林、龙俊、程天龙和郑晓静。
李家坤、周海波负责全书的统稿工作。
　　在编写过程中，参阅了许多同行专家编著的教材和资料，得到了不少启发和教益，在此致以诚挚
的谢意！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错误和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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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共8章，主要包括电路的基本概念与基本定律、直流电阻电路及电路的分析方法、正弦稳态
电路、三相交流电路、电路的暂态分析、电路谐振与非正弦周期交流电路、耦合电路与二端口网络、
磁路与铁芯线圈等内容。
　　书中具有典型的例题和习题，便于提高读者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便于自学。
　　《电路基础》既可作为高职院校电气工程及自动化、机电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等专业的教科书，
也可供从事电工电子技术工作的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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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综上所述，一个完整的电路主要由电源（或信号源）、负载、传输环节（包括导线和控制设备）
三大部分组成。
电源是提供电能或电信号的设备，通常指蓄电池、发电机、信号发生装置等设备；负载是使用电能或
输出电信号的设备，如灯泡、电热丝、扬声器、电视机等；传输环节用于传输、控制电能和电信号，
通常指开关、导线和熔断器等，或者放大器等信号处理电路。
　　1.1.2 理想元件与电路模型　　实际电路都是由一些根据实际需要起不同作用的电路器件组成的，
通常比较复杂，其电磁性能的表现是由多方面交织在一起的。
但在研究时，为了便于分析，在一定条件下，对实际器件加以理想化，只考虑其中主要作用的某些电
磁现象，而将其他电磁现象忽略，或者将一些电磁现象分别处理。
例如，灯泡发光电路中的灯泡在通电后除了具有消耗电能的电阻性外，灯泡在发光的同时还会在周围
产生磁场，即它还有电感性，但是由于后者的作用微弱，可略去不计。
所以在研究时，只需考虑灯泡消耗电能的电阻性，而不考虑其产生磁场的电感性，将其看做电阻元件
。
　　在一定条件下对实际电路器件加以理想化，只考虑其中主要作用的某些电磁现象，即突出主要电
磁性质，忽略次要因素，称为实际器件理想化（或者模型化），这些电路器件称为理想电路元件，简
称理想元件。
例如，认为电阻元件是一种只表示消耗电能的元件；电感元件是可以储存磁场能量的元件；电容是可
以储存电场能量的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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