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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应用基尔霍夫定律列写方程式时，可以不参照参考方向。 

(X ) 

10、 电压和电流计算结果得负值，说明它们的参考方向假设反了。 
(V ) 

11、 理想电压源和理想电流源可以等效互换。 

(X ) 

12、 两个电路等效，即它们无论其内部还是外部都相同。 

(X ) 

13、 直流电桥可用来较准确地测量电阻。 
(V ) 

14、 负载上获得最大功率时，说明电源的利用率达到了最大。 

(X ) 
15、 受控源在电路分析中的作用，和独立源完全相同。 

(X ) 

16、 电路等效变换时，如果一条支路的电流为零，可按短路处理。 

(X )
 

 
一、判断题 
1、 集总参数元件的电磁过程都分别集中在各元件内部进行。 
(V ) 
2、 实际电感线圈在任何情况下的电路模型都可以用电感元件来抽象表 
征。(X ) 
3、 电压、电位和电动势定义式形式相同，所以它们的单位一样。 
(V ) 
4、 电流由元件的低电位端流向高电位端的参考方向称为关联方向。 
(X ) 
5、 电功率大的用电器，电功也一定大。 
(X ) 
6、 电路分析中一个电流得负值.说明它小于零" 
(X ) 
7、 电路中任意两个结点之间连接的电路统称为支路。 
(V ) 
8、 网孔都是回路，而回路则不一定是网孔。 
(V ) 
二、单项选择题(建议每小题 2分) 

1、 当电路中电流的参考方向与电流的真实方向相反时，该电流(B ) 

A、一定为正值 B、一定为负值 

C、不能肯定是正值或负值 

2、 己知空间有 a、b 两点,电压 U
ab

=10V, a点电位为 V
a
=4V,则 b点电位 Vb 

为(B ) 

A、6V B、-6V C、14V 

3、 当电阻上的“、，参考方向为非关联时，欧姆定律的表达式应为( 
B ) 

A > u = Ri B、“ = -Ri 

4、 一电阻*上”、i参考方向不一致， 则电阻衲(A ) 

A、 200Q 

5、 两个电阻串联， 

A、1OV 

6、 己知接成 Y形的三个电阻都是

30Q,则等效△形的三个电阻阻值为 

(C ) 
A、全是 10Q

 B、两个 30Q—个 90Q C、全是 90。 
7、 电阻是(C )元件，电感是(B )的元件，电容是(A 

)的元件。 

A、储存电场能量 B、储存磁场能量 C、耗能 

(通用版)《电路分析基础》考试题库及答案 

C、u = /?| /1 

令«=-10V，消耗功率为 0.5W, 

C、±200。 B、一 200Q 
R\：修 4： 2,总电压为 60V,则 3 的大小为(B ) 

R、20V C、3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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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一个输岀电压几乎不变的设备有载运行，当负载增大时，是指（C ） 

A、负载电阻增大 B、负载电阻减小 

C、电源输出的电流增大 

9、 理想电压源和理想电流源间（B ） 

A、有等效变换关系 B、没有等效变换关系 

C、有条件下的等效关系 

10、 当恒流源开路时，该恒流源内部（B ） 

A、有电流，有功率损耗 B、无电流，无功率损耗 

C、有电流，无功率损耗 

三、填空题 

1、 电流所经过的路径叫做电路，通常由电源、负载和 
中间环节三部分组成。 

2、 实际电路按功能可分为电力系统的电路和电子技术的电路两大类， 
其中电力系统的电路其主要功能是对发电厂发出的电能进行_&输_、 分
配和转换：电子技术的电路主要功能则是对电信号进行 
、变换、存储和处理。 

3、 实际电路元件的电特性单一而确切，理想电路元件的电特性则 多元
和复杂。无源二端理想电路元件包括色虬元件、_±應 元件和虺蹇_元
件。 

4、 由理想电路元件构成的、与实际电路相对应的电路称为 
电路模型，这类电路只适用集总 参数元件构成的低、中频电路的分析。 

5、 大小和方向均不随时间变化的电压和电流称为稳恒直流 电，大小和
方向均随时间变化的电压和电流称为—速 
电，大小和方向均随时间按照正弦规律变化的电压和电流被称为 正弦交
流电。 

6、 电压是电路中产生电流的根本原因,数值上等于电路中 
两点电位的差值。 

7、 电位具有相对性,其大小正负相对于电路参考点而言。 

R、衝最电源力作功本领的物理量称为电动势.它只存在于 电源 内部，
其参考方向规定由电源止极高电位指向电源负极低 电位，与电源端电压
的参考方向相反。 

9、电流所做的功称为电功，其单位有焦耳和度 
;单位时间内电流所做的功称为电功率，其单位有 瓦特和千瓦 
10、 通常我们把负载上的电压、电流方向称作逸您 
方向：而把电源上的电压和电流方向称为_11 送联_方向。 
11、 欧姆 

定律体现了线性电路元件上电压、电流的约束关系，与电路的连接方 式
无关；迩曲_定律则是反映了电路的整体规律，其中 KCL 定律体现了电路
中任意结点上汇集的所有支路电流的约束关系， KVL定律体现了电路中
任意回路上所有元件上电压 
的约束关系，具有普遍性。 

12、 理想电压源输出的企压_值恒定，输出的电流值 
由它本身和外电路共同决定；理想电流源输出的业流 
值恒定，输出的电压由它木身和外电路共同决定。 

13、 电阻均为 9。的△形电阻网络，若等效为 Y形网络，各电阻的阻值 
应为 3 Q。 

14、 实际电压源模型“20V、1Q”等效为电流源模型时，其电流源八= 

20 A,内阻 R= 1 Q。 

15、 直流电桥的平衡条件是一对臂电阻的乘枳 
相等；负载上获得最大功率的条件是电源内阻等于负载电阻 
,获得的最大功率厶=U«/4佈。 

16、 如果受控源所在电路没有独立源存在时，它仅仅是一个无源 元件，

而当它的控制量不为零时，它相当于一个_^通 
。在含有受控源的电路分析中，特别要注意：不能随意把也 1 量 
的支路消除掉。 
四、简答题（建议每小题 3〜5 分） 

1、 在 8 个灯泡串联的电路中，除 4号灯不亮外其它 7个灯都亮。当把 4
号 灯从灯座上取下后，剩下 7个灯仍亮，问电路中有何故障？为什么？ 

电路中发生了 4 号灯短路故障，当它短路时，在电路中不起作用， 
因此放上和取下对电路不发生影响。 

2、 额定电压相同、额定功率不等的两个白炽灯，能否串联使用？ 
答：不能，因为这两个白炽灯的灯丝电阻不同，瓦数大的灯电阻小分 压
少，不能正常工作，瓦数小的灯电阻大分压多易烧。 

3、 电桥电路是复杂电路还是简单电路？当电桥平衡时，它是复杂电路 
还是简单电路？为什么？ 
答：电桥电路处于平衝状态时，由于桥支路电流为零诃堂掉.因此四 个
桥臂具有了串、并联关系，是简单电路，如果电桥电路不平衡，则 为复
杂电路。 

4、 首铝电、脉动直流电、交流电、正弦交流电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答：直流电的大小和方向均不随时间变化；脉动直流电的大小随时间



 

 

 

 

 

 

 

 

 

 

 

 

 

 

 

 

 

 

 

 

 

 

 

  

 

1 试题库

变化，方向不随时间变化；交流电的大小和方向均随时间变化；正弦 交
流电的大小和方向随时间按正弦规律变化。 

5、 负载上获得最大功率时，电源的利用率大约是多少？ 

答：负载上获得最大功率时，电源的利用率约为 50%。 

6、 电路等效变换时，电压为零的支路可以去掉吗？为什么？ 

答：电路等效变换时，电压为零的支路不可以去掉。因为短路相当于 

1，要用一根短接线代替。 

7、 在电路等效变换过程中，受控源的处理与独立源有哪些相同？有什 
么不同？ 
答：在电路等效变换的过程中，受控电压源的控制量为零时相当「短 
路；受控电流源控制量为零时相当于开路。当控制量不为零时，受控 源
的处理与独立源无原则上区别，只是要注意在对电路化筒的过程中 不能
随意把含有控制量的支路消除 K 

8、 工程实际应用中，利用平衡电桥可以解决什么问题？电桥的平衡条 

件是什么？ 

答：工程实际应用中，利用平衡电桥可以较为精确地测量电阻，电桥 平

衡的条件是对臂电阻的乘积相等。 

9、 试述“电路等效”的概念。 

答：两个电路等效，是指其对端口以外的部分作用效果相同。 

10、 试述参考方向中的“正、负”，“加、减”，“相反、相同”等 名
词的概念。 
答：“正、负”是指在参考方向下，某电量为正值还是为负值；“加 、
减”是指方程式各量前面的加、减号：“相反、相同”则指电压和 电流
方向是非关联还是关联。 

2、图 1.5.2 所示电路，己知眞=3V, £=2A,求知和厶（3V、5A） 

3、图 1.5.3 所示电路，负载电阻昭可以任意改变，问用等于多大时其上 

可获得最大功率，并求出最大功率 4 

4、图 1.5.4 所示电路中， 

图 1.5.3 

  0。（2Q） 
求 2A电流源之发出功率。（一

16/3W） 
4Q 

4U 

图 1.5.4 

(S 打开：A-10. 5V.B-7. 5V 

5、电路如图 1.5. 5 所示, 

源发出的功率。 
（一 35W） 

求 10V电

压 

五、计算分析题（根据实际难度定分，建议每题在 6〜12分范围） 

1、图 1.5. 1 所示电路，已知小 3V,求（2。） 

6、分别计算 S 打开与闭合 

时图 1.5.6 电路中 A、B两点的电

位。 

S 闭合：A 0V, B 1.6V） 

IH 
1.5.1 

26K
O 

I2
V 

IS 1-
5.7 

7、试求图 1.5.7 所示电路的入端电阻名 B。（150Q） 



 

 

 

 

 

 

 

 

 

 

 

 

 

 

 

 

 

 

 

 

 

 

 

 

 

 

 

 

 

 

 

 

 

 

 

 

 

 

  

a

tf

s

-

M

s

.2

-e
 

5
七
六
z

^

g:
妆
曜
達
初
fc

s
規
枳
忌
蚩
旺
図
澀
田
吳
保
函
H-
二
 

S

7

§

i

s

-

 

，
団
 

UM 

,

s

^

s

 

J

 
聊
锹
建
螺
儀
，
作
 

，

y

 
(3)

型
規
枳

封
湛
粮
霓
买
塑
策
出
垣
妈
R
曲
 
您
ffl
呼
岐
煨
J

 

w

i

s
回

，

CQ
热
与
可
矗
秘
，

v

 

(

o

)

 

，
寸
 
您
田
垂
长
魂

J

 
遂
煜
买
霊
回
，

g

 
您
爆
买
筮
秘
，

y

 

(

O

)
破

規
瘻
务
盅
吾
注
&
眼
n

w

-IK

w
後
醐
色
摸
存
皿
，

8

 
现
成
虫

亚
煨
O
規
密
-tf
訟
回
占
 
坍
堤
屈
噩
秘
，

v

 

(

(
一
 

)

^

s

^

s

s

s

l

^

s

s

s

^

，

z

 

§

^

i

 

J

 
靠
买
爆
楓
，

CQ
签
如
煨
炽
，

v
 

(

o

)

 
二
 

&

S

S

 

,

111
 

(

>

 

)

 
。
安
匿
婆
H

w

fr

<-

—
系
寒
k
瀚
通
坦
诚
K

4-

—

—
叵

世
S

-5-
正
林
，
。
一
 

(

>

 

)
 

，

6

 

(

>

 

)

 

o

^

^

£

s

^

i

s

8

$

E

m

s

s

§

H

S

2

^

^

，

8

 

(

X

 

)

 

O

H

*

^

S

2

S

H

5

 

•
熙
a
笠
回
王
务
解
□<
規
堤
可
s
回
J
 

(

X

 

)

 
。
明
鄙
丘
岷
做
检
，

9
 

(

X

 

)
 

，

g
 

(

X

 

)

 
。
染
*
W
養
帳
安
虫
芙
ir
战
"
妹
+K

W
农
帳
圧
垣

R
嗦
褒
田
田
岷
魂
，
寸
 

(

>

 

)
 

，

co
 

(

 

>

 

)
。
規
盅
 

H

s

s

s

^

~

 
叵
履
您
袈
定
噩
秘

，

<>]

 

(

X

 

)
 

。
竖
去
宅
噩
布
近
褪
屮
<n

s!

nc

w
能

M
眞
二
 

(
氽
一
园

二
、
唠
不
載
)
咚
舉
即
修
H

S
規
羿
武
K
掂
家
 

O

E

 

5

2

^

1

8

3

 
・

•&-
樊
：
K
宅
H

-tf
韻
氐
匿
扶
燃
屋
悲
日
彩
冲
技
術
O

1
 

W
色
曩
爆
理
朝
駅
”
調
知
 

3

l

s

§

s

 
了
U
驱
归
泾
姮
^
簽
滲
絶
匿
誓

，

—
注
四
震
釜
 

n

s

 

;

s

^

i

s

 

.

 

s

s

l

s

s

，

0
一
 

^

i

—

3

—

 

^

s

 
WT
H

Y
翌
忘
廿
您
*
冬
不
笙
买
馬
。

ml
菽
W
驱
*
〜

慝
H
叔
，

6

 
  
。
出
每
-

o

~

g
蠟
匿
裴
n

安
沌
幽
出
緋
驟
出
目
。
四
a

 

w

g

r

w

 
螃
Z
誓
 

U

 
震

W:
瓯
小
馴
四
毎
-H-

K

^

s

s

^
 

^

s

^

s

.

n

 

^

s

s

.

 

^

s

 

，

8

 
。
，
匿
鷹

M
戒
鬓
名
衆
通
佃
®

K-
链
&

 

■
藐
匿
-

n
褰
ffl

 

s

s

^

s

s

x

 

•
志
匿
装
熊
塗
即
 

M

s

ffl
汨
 

_

5

4-
逐
旭
<

<

 
。
阈
彼
貝
宜
系
塩

・

~

l

w

g
但
尊
毎
州
义

WTT

 
演
秘
您
粗
魚
涛
直
穂
<
他
-E
瞰
堡
恤
丘
受
图
谆

一
S
韻
汨
—
出
-

^

§
 

W
泾
匠
密
善
県
<-0

粗
，

9

 
 ___ 

 

o

s

 

^

>

s

s

s

^

 

s

 

，

g

 
 ___ 

 
。
■
枳

w
，
在
建
欢
«
能
 

S

I

-

*

1

5

^

1

3

.

2

 

,

^

s

^

.

 

s

 

^

s

s

.

!

^
。
皿

赧
牝
驱
K

s
慝
削
阳
不
丘
述
出
如
 

a

l

i

 

£

S

B

t

e

 

/

 

_

^
枳
泾
澀
田
淺
桝
起
战
隹
垣
鄴
皿
^

s

s

^

l

t

 

g

—

8

—

B

l

^

^

i

i
。
皿
載
整
驱
*
白
窶
刘
娘
不
#
举
煜
买
 
WT

旺
w

i

s

i
回
，
柚
帶
報
显
秘
2
安
吾
忠
顷
凯
，

co

 
 

 
 
 
。
■
近
呼
，

：
¥
未
鬓

^

s

§

s

s
 

•
筌
买

W
湛
拼
鄴
机
超
K-
也
换
瑁

T
旺
來
-

5

 
亲
聽
源
茨
吾
名
痍
银

圣
#

&
眼
S
苗
吴
喜
法

-ffl-

g
四
吾
旺
型

M
二
 

S

S

S

M

-

i

 

•
会
g

.

o
阳
净
甜
蟋
唳
蜂
沒
製
)
睫
炽
W

，

—
 

—

—

•

*

*

.

8

«

«

 

S

S

S

S
 



，扣需本文，请下■—— 

 

 
2、试述冋路电流法求解电路的步骤。回路电流是否为电路的最终求解 响
应？ 

答：回路电流法求解电路的基本步骤如下： 

1. 选取独立冋路（一般选择网孔作为独立回路），在回路中标示出 假
想回路电流的参考方向，并把这一参考方向作为回路的绕行方向。 

2. 建立回路的 KVL方程式。应注意自电阻压降恒为正值，公共支 路
上互电阻压降的正、负由相邻回路电流的方向来决定：当相邻回路 电流方
向流经互电阻时与本回路电流方向一致时该部分压降取正，相 反时取负。
方程式右边电压升的正、负取值方法与支路电流法相同。 

3. 求解联立方程式，得出假想的各回路电流 

4. 在电路图上标出客观存在的各支

路电流的参考方向，按照它们 与回路电

流之间的关系，求出各条 

回路电流是为了减少方程式数 假想
的绕回路流动的电流，不是电 求解响应，
最后要根据客观存在的 与回路电流之间
的关系求出支路电 

3、一个不平衡电桥电路进行求解时 
阻的串并联和欧姆定律能够求解吗 
答：不平衡电桥电路是复杂电路，只用电阻的串并联和欧姆定律是无 法求
解的，必须采用 KCL和 KCL及欧姆定律才能求解电路 c 

4、试述戴维南定理的求解步骤？如何把一个有源二端网络化为一个无 

源二端网络？在此过程中，有源二端网络内部的电压源和电流源应如 何

处理？ 
答：戴维南定理的解题步骤为： 
1. 将待求支路与有源二端网络分离，对断开的两个端钮分别标以 记

号（例如 a 和 b）； 

2. 对有源二端冋络求解其开路电压匾； 

3. 把有源二端网络进行除源处理：其中电压源用短接线代替；电 流
源断开“然后对无源二端网络求解其入端电阻砍； 

4. 让开路电压，&等于戴维南等效电路的电压源佚，入端电阻馅、等 
于戴维南等效电路的内阻馅，在戴维南等效电路两端断开处重新把待求 支
路接上，根据欧姆定律求出其电流或电压- 

把一个有源二端网络化为一个无源二端网络就是除源，如上述 3. 

所述。 

5、实际应用中，我们用高内阻电压表测得某直流电源的开路电压为 22 

5V,用足够量程的电流表测得该直流电源的短路电流为 50A,问这一直 答：

直流电源的开路电压即为它的戴维南等效电路的电压源知 225/50 =4.5。等

于该直流电源戴维南等效电路的内阻佈。 

五、计算分析题（根据实际难度定分，建议每题在 6〜12分范围） 

1、己知图 2. 5. 1 电路中电压仁 4.5V,试应用己经学过的电路求解法求 

电阻 

（18。） 

2、求解图 2. 5. 2 所示电路的戴维南等效电路。 

（&产 0V,底二 8.8。） 

 
3、试用叠加定理求解图 2. 5. 3 所示电路中的电流厶 

（在电流源单独作用下仁 IV, /'=-l/3A,电压源单独作用时，I"=2A 

,所以电流片 5/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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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2 

120丄山 

图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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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结点 A：（：+：）七与=2 
  

对结点 B：（l
+
l）r

s
-l^ = i 

2 试题库 
一、填空题（建议较易填空每空 0.5分，较难填空每空 1分） 

1、 正弦交流电的三要素是指正弦量的点大值"、角频率和初相 

2、 反映正弦交流电振荡幅度的量是它的也业 
；反映正弦量随时间变化快慢程度的量是它的通色 
；确定正弦量计时始位置的是它的初相° 

3、 己知一正弦量 i = 7.07sin（314s30o）A,则该正弦电流的最大值是一 7. 07 

A；有效值是 5 A；角频率是 314 rad/s；频率是卫 

Hz；周期是 0.02 s；随时间的变化进程相位是一 314+30°电角 
;初相是   

—30° ；合一 Tt/6弧度。 

4、 正弦量的冇效 
值等于它的瞬时值的平方在一个周期内的平均值的顼方所以 五效_值又
称为方均根值。也可以说，交流电的_＜效_值等于与其 热效应相同的直
流电的数值。 

5、 两个顼维—正弦量之间的相位之差称为相位差，不同 频率的正弦量
之间不存在相位差的概念。 

6、 实际应用的电表交流指示值和我们实验的交流测量值，都是交流电 

的有效 

值。工程上所说的交流电压、交流电流的数值，通常也都是它们的 

宜也值，此值与交流电最大值的数量关系为： 
最大值是有效值的 1.414 倍。 

7、 电阻元件上的电压、电流在相位上是    

关系：电感元件上的电压、电流相位存在关系，且电压 
  

超电流；电容元件上的电压、电流相位存在止交关系,且电压 滞后电
流。 

  
8、 同相的电压和电流构成的是有功功率,用朦示，单位为 d :止交 的
电压和电流构成无功功率,用確示，单位为 Var ° 

9、 能量转换中过程不可逆的功率称直 
功功率，能量转换中过程可逆的功率称项 
功功率。能量转换过程不可逆的功率意味着不但有交换，而且还有 酒_;
能量转换过程可逆的功率则意味着只交换不消耗。 
10、 正弦交流电路中，电阻元件上的阻抗屮 R ,与频率无关 
；电感元件上的阻抗|切=丄，与频率成正比；电容元件上的阻抗|«= 
虹，与频率成反比。 
二、 判断下列说法的正确与错误（建议每小题 1 分） 
1、 正弦量的三要素是指它的最大值、角频率和相位。 
（X ） 

解：画出图 2. 5.4 等效电路图如卜： 

〈
W 

图 2.5.3 

4、列出图 2. 5.4 所示电路的结点电压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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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虬=220、公 in314"超前约=311部（628/-45 沪为 45° 电角。 （X ） 

3、 电抗和电阻的概念相同，都是阻碍交流电流的因素。 
（X ） 

4、 电阻元件上只消耗有功功率，不产生无功功率。 
（V ） 
5、 从电压、电流瞬时值关系式来看，电感元件属于动态元件。 
（V ） 
6、 无功功率的概念可以理解为这部分功率在电路中不起任何作用。 
（X ） 
7、 几个电容元件相串联，其电容量一定增大。 
（X ） 
8、 单一电感元件的正弦交流电路中，消耗的有功功率比较小。 

（X ） 

三、 单项选择题（建议每小题 2 分） 

1、 在正弦交流电路中，电感元件的瞬时值伏安关系可表达为（C 
） 

A、u = iX, B、U= J] UjL C、u = L — 

<it 

2、 已知工频电压有效值和初始值均为 380V,则该电压的瞬时值表达式 为

（B ） 

A、« = 380sin 314/V B、u = 537sin（314r + 45°）V 

C、M = 380sin（314/ + 90°）V 

3、 一个电热器，接在 10V的直流电源上，产生的功率为 R把它改接在 正
弦交流电源上，使其产生的功率为 R2,则正弦交流电源电压的最大 值为（C ） 

A、7. 07V B、5V C、10V 

4、 己知 i, =10sin（314r + 90°）A, i
2
 = 10sin（628z + 30° ） A,则（C ） 

A、&超前 2
2
60° B、&滞后&60。 C、相位差无法判断 

5、 电容元件的正弦交流电路中，电压有效值不变，当频率增大时，电 
路中电流将（A ） 

A、增大 B、减小 C、不变 

6、 电感元件的正弦交流电路中，电压有效值不变，当频率增大时，电 
路中电流将（B ） 

A、增大 B、减小 C、不变 

7、 实验室中的交流电压表和电流表，其读值是交流电的（B ）。 

A、最大值 B、有效值 C、瞬时值 

8、314 nF 电容元件用在 100Hz 的正弦交流电路中，所呈现的容抗值为 （C ） 

A、0. 197Q B、31.8Q C、5. 1Q 

9、 在电阻元件的正弦交流电路中，伏安关系表示错误的是（B ） 

A、u = iR B、U= IR C、U = IR 

10、 某电阻元件的额定数据为“1KQ、2.5W”，正常使用时允许流过 

的最大电流为（A ） 

A、50mA B、2. 5mA C、250mA 

11、 i/=-100sin （6n t+10° ） V超前/=5cos （6"—15° ） A的相位 

差是（C ） 

A、 25° B、 95° C、 115° 

12、 周期 T=1S、频率 f=lHz 的正弦波是（C ） 

A、4cos314£ B、6sin （5t+17° ） C、4cos2 n t 

四、简答题（建议每小题 3〜5 分） 

1、 电源电压不变，当电路的频率变化时，通过电感元件的电流发生变 
化吗？ 
答：频率变化时，感抗增大，所以电源电压不变，电感元件的电流将 减
小。 

2、 某电容器额定耐压值为 450 伏，能否把它接在交流 380伏的电源上使 

用？为什么？ 

答：380X1.414=537V>450V,不能把耐压为 450V的电容器接在交流 380 
V 的电源上使用，因为电源最大值为 537V,超过了电容器的耐压值。 
3、 你能说出电阻和电抗的不同之处和相似之处吗？它们的单位相同吗 ? 
苔：电阻在阻碍电流时伴随着消耗，电抗在阻碍电流时无消耗，二者 单
位相同。 

4、 无功功率和有功功率有什么区别？能否从字面上把无功功率理解为 
无用之功？为什么？ 

答：有功功率反映了电路中能量转换过程中不可逆的那部分功率，无 功

功率反映了电路中能量转换过程中只交换、不消耗的那部分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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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功功率不能从字面上理解为无用之功，因为变压器、电动机工作时 如

果没有电路提供的无功功率将无法工作。 

5、从哪个方面来说，电阻元件是即时元件，电感和电容元件为动态元 件？
又从哪个方面说电阻元件是耗能元件，电感和电容元件是储能元 件？ 
答：从电压和电流的瞬时值关系来说，电阻元件电压电流为欧姆定律 的即
时对应关系，因此称为即时元件；电感和电容上的电压电流上关 系都是微
分或积分的动态关系，因此称为动态元件。从瞬时功率表达 式来看，电阻
元件上的瞬时功率恒为正值或零，所以为耗能元件，而 电感和电容元件的
瞬时功率在一个周期内的平均值为零，只进行能量 的吞吐而不耗能，所以
称为储能元件。 

6、 正弦量的初相值有什么规定？相位差有什么规定？ 答：正弦量的初相
和相位差都规定不得超过±180。。 

7、 直流情况下，电容的容抗等于多少？容抗与哪些因素有关？ 

答：直流情况下，电容的容抗等于无穷大，称隔直流作用。容抗与频 率成
反比，与电容量成反比。 

8、 感抗、容抗和电阻有何相同？有何不同？ 

答：感抗、容抗在阻碍电流的过程中没有消耗，电阻在阻碍电流的过 程中
伴随着消耗，这是它们的不同之处，三者都是电压和电流的比值 ,因此它
们的单位相同，都是欧姆。 

9、 额定电压相同、额定功率不等的两个白炽灯，能否串联使用？ 答：
额定电压相同、额定功率不等的两个白炽灯是不能串联使用的， 因为串
联时通过的电流相同，而这两盏灯由于功率不同它们的灯统电 阻是不同
的：功率大的白炽灯灯丝电阻小分压少，不能正常工作；功 率小的白炽
灯灯丝电阻大分压多容易烧损。 

10、 如何理解电容元件的“通交隔直”作用？ 

答：直流电路中，电容元件对直流呈现的容抗为无穷大，阻碍直流电 通
过，称隔直作用；交流电路中，电容元件对交流呈现的容抗很小， 有利
于交流电流通过，称通交作用。 

五、计算分析题(根据实际难度定分，建议每题在 6〜12分范围) 

1、试求下列各正弦量的周期、频率和初相，二者的相位差如何？ 

(1) 3sin314^： (2) 8sin(5t+l7°) 

(3sin314t 是工频交流电，周期为 0.02s、频率是 50Hz、初相是零 

8sin(5f+17°)是周期为 1.256s、频率为 0. 796Hz、初相为 17°的 正弦交

流电) 
2、 某电阻元件的参数为 8Q,接在“ = 220 捉血 314 力的交流电源

上。试 求通过电阻元件上的电流，，如用电流表测量该电路中的电流，
其读数 为多少？电路消耗的功率是多少瓦？若电源的频率增大一倍，电
压有 效值不变又如何？(8 分) 

(7^38. 9sin314tA, 用电流表测量电流值应为 27. 5A, P 二 6050W： 当电
源频率增大一倍时，电压有效值不变时，由于电阻与频率无关， 所以电
阻上通过的电流有效值不变) 

3、 某线圈的电感量为 0.1 亨，电阻可忽略不计。接在“ = 22071 枷

3⑷ V 的交流电源上。试求电路中的电流及无功功率；若电源频率为

100Hz 
,电压有效值不变又如何？写出电流的瞬时值表达式。(8 分) 

(/»9. 91sin (314t- 

90° ) A，用电流表测量电流值应为 7A,缶 1538.6Var：当电源频率增 大为

100Hz 时，电压有效值不变，由于电感与频率成正比，所以电感上 通过
的电流有效值及无功功率均减半，/ 'Q4.95sin (628t-90° ) A) 

4、 图 3. 5.4所示电路中，各电容量、交流电源的电压值和频率均 相
同，问哪一个电流表的读数最大？哪个为零？为什么？ 

(») (b) (c> 

图 3.5.4 

(图 b电流表计数为零，因为电容隔直；图 a 和图 c 中都是正弦交流 
电，且电容端电压相同，电流与电容量成正比，因此 A3 电流表读数最
大 ) 

5、己知工频正弦交流电流在 t=0 时的瞬时值等于 0. 5A,计时始该 电
流初相为 30° ,求这一正弦交流电流的有效值。(0.707A) 

6^在 1卩 F 的电容器两端加上“ = 70.7>/Isin⑶4f-K/6)V 的正弦电压，
求 通过电容器中的电流有效值及电流的瞬时值解析式。若所加电压的有 
效值与初相不变，而频率增加为 lOOIIz时，通过电容器中的电流有效值 
又是多少？(①22. 2mA, /«31.4sin (314t+60° ) A；②频率增倍时 ，容抗减
半，电压有效值不变则电流增倍，为 44.4A) 

□3试题库 

一、填空题(建议较易填空每空 0.5 分，较难填空每空 1分) 

1、与正弦量具有一一对应关系的复数电压、雙数电流称之为_4曄 -最大
值相拈的模对应「正弦最的最丿、值,有效 ffi fiTKi~ 的模对应正弦量的丄
虹值，它们的幅角对应正弦量的_&扯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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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一电阻元件的正弦交流电路中，复阻抗 Z=_R 
；单一电感元件的正弦交流电路中，复阻抗 Z=3 
;单一电容元件的正弦交流电路中，复阻抗 z=―而 
；电阻电感相串联的正弦交流电路中，复阻抗"+成 
;电阻电容相串联的正弦交流电路中，复阻抗 Z二 R—汉 
:电阻电感电容相串联的正弦交流电路中，要阻抗 Z= 〃+j・（X!~X

r
） 

；、单一电阻元件的正弦交流电路中，复导纳 Y 土 
;单一电感元件的正弦交流电路中，愛导纳 Y=一网 
;单一电容元件的正弦交流电路中，复导纳丫=一^（ 

；电阻电感电容相并联的正弦交流电路中，复导纳 Y 二。+丿（备一

&）。 

4、 按照各个正弦量的大小和相位关系用初始位置的有向线段画出「的若 

干个相量的图形，称为相量图。 

5、 相量分析法，就是把正弦交流电路用相量模型来表示，其中正弦量 

用相量代替,R、L、用路参数用对应的_£阻 E 
表示，则直流电阻性电路中所有的公式定律均适用于对相量模型的分 
析，只是计算形式以 复数运算代替了代数运算。 

6、 有效值相量图中，各相量的线段长度对应了正弦量的丄忽 值，各相
量与正向实轴之间的夹角对应正弦量的_» 

o 相量图直观地反映了各正弦量之间的壺更关系和 Jfl 也关系。 

7、 电压三角形是相量图,因此可定性地反映各电压相量之间的 数量_
关系及相位关系，阻抗三角形和功率 
三角形不是相量图，因此它们只能定性地反映各量之间的 关系。 

8、 R、L、清 I 联电路中，电路复阻抗虚部大于零时，电路呈里 
性；若复阻抗虚部小于零时，电路呈 
性；当电路复阻抗的虚部等于零时，电路呈顼 
性，此时电路中的总电压和电流相量在相位上呈_1§囲 
关系，称电路发生串联谐振。 

9、 R、L、。并联电路中，电路复导纳虚部大于零时，电路呈 
性；若复导纳虚部小于零时，电路呈丄 
性；当电路复导纳的虚部等于零时，电路呈虺 
性，此时■电路中的总电流、电压相量布相位上呈」aia 
关系，称电路发生并联 谐振。 

10、 R、匕串联电路中，测得电阻两端电压为 120V,电感两端电压为 160 
V,则电路总电压是 200 Vo 
11、 R、L、C并联电路中，测得电阻上通过的电流为3A,电感上通过的 
电流为 8A,电容元件上通过的电流是 4A,总电流是一 5 A,电路呈 —性。 

12、 复功率的实部是有功功率,单位是_^；复功率的虚部是 无功功率,单
位是_乏尔：复功率的模对应正弦交流电路的 视在功率,单位是_伏安。 

二、判断下列说法的正确与错误（建议每小题 1 分） 

1、 正弦量可以用相量来表示，因此相量等于正弦量。 
（X ） 

2、 几个复阻抗相加时，它们的和增大；几个复阻抗相减时，其差减小 

。 （X ） 
3、 串联电路的总电压超前电流时，电路一定呈感性。 
（V ） 

4、 并联电路的总电流超前路端电压时，电路应呈感性。 

（X ） 
5、 电感电容相串联，后 120V,時 80V,则总电压等于 200Vo 
（X ） 

6、 电阻电感相并联，7R=3A, 7L=4A,则总电流等于 5A。 
（V ） 

7、 提高功率因数，可使负载中的电流减小，因此电源利用率提高。 
（X ） 

8、 避免感性设备的空载，减少感性设备的轻载，可自然提高功率因数 

。 （V ） 
9、 只要在感性设备两端并联一电容器，即可提高电路的功率因数。 

（X ） 
10、 视在功率在数值上等于电路中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之和。 
（X ） 

三、单项选择题（建议每小题 2分） 

1、 标有额定值为“220V、100W"和“220V、25W”白炽灯两盏，将其 串联后
接入 220V 工频交流电源上，其亮度情况是（B ） 

A. 100W 的灯泡较亮 R、25W 的灯泡较亮 

C、两只灯泡一样亮 

2、 在花串联的交流电路中，祖 1 端电压为 16V,匕上端电压为 12V,则总 
电反为（B ） 

A 9RV R 90V f AU 
3、 4 /串联的正弦交流电路中:复阻抗为（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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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 = R + jL B、Z = R+OJL C、Z = R + jX、 

4、 己知电路复阻抗 2= （3-J4） Q,则该电路一•定呈（B ） 

A、感性 B、容性 C、阻性 

5、 应!広电容相串联的正弦交流电路，消耗的有功功率秀（C ） 

A、UI B、PX C、0 

6、 在右图所示电路中，*=%=走， 并已知安 

1m r r r 培表&的读 

数为 3A,则安培表 A?、A3 的读数应为（C ） 

A、1A、1A B、3A、OA C、4.24A、3A 
7、 每只日光灯的功率因数为 0.5,当 N 只日光灯相并联时，总的功率因 数
（C ）；若再与 M只白炽灯并联，则总功率因数（A ） 

A、大于 0.5 B、小于 0.5 C、等于 0.5 
8、 日光灯电路的灯管电压与镇流器两端电压和电路总电压的关系为
（ B ） 

A、两电压之和等于总电压 B、两电压的相量和等于总电压 

四、简答题（建议每小题 3〜5 分） 

1、 额定电压相同、额定功率不等的两个白炽灯，能否串联使用？ 答：不
能申联使用。因为额定功率不同时两个 KI炽灯分压不同。 

2、 试述提高功率因数的意义和方法。 
答：提高功率因数町减少线路上的功率损耗，同时口 J■提高电源设备的 
利用率，有利「国民经济的发展。提高功率因数的方法有两种：一是 自然
提高法，就是避免感性设备的空载和尽量减少其空载；二是人工 补偿法，
就是在感性线路两端并联适当的电容。 
3、 相量等于正弦量的说法对吗？正弦量的解析式和相量式之间能用等 
号吗？ 
答：相量可以用来表示正弦量，相量不是正弦量，因此正弦量的解析 式和
相量式之间是不能画等号的。 

4、 电压、电流相位如何时只吸收有功功率？只吸收无功功率时二者相 位
又如何？ 
答；电压、电流相位同相时只吸收有功功率，当它们相位正交时只吸 收无
功功率 

5、 阻抗三角形和功率三角形是相量图吗？电压三角形呢？ 
答：阻抗三角形和功率三角形都不是相量图，电压三角形是相量图。 

6、并联电容器可以提高电路的功率因数，并联电容器的容量越大，功 率
因数是否被提得越高？为什么？会不会使电路的功率因数为负值？ 是否

可以用串联电容器的方法提高功率因数？ 
答：并联电容器可以提高电路的功率因数，但提倡欠补偿，如果并联 电容
器的容量过大而出现过补偿时，会使电路的功率因数为负值，即 电路由感
性变为容性，当并联电容达到某•数值时，还会导致功率因 数继续下降（可
用相量图分析）..实际中是不能用串联电容器的方法 提高电路的功率因
数的，因为串联电容器可以分压，设备的额定电压 将发生变化而不能正常
工作。 

五、计算分析题（根据实际难度定分，建议每题在 6〜12分范围） 

1、位串联电路接到 220V的直流电源时功率为 1.2KW,接在 220V、50Hz 

的电源时功率为 0.6KW,试求它的 R £值。 

解:T疇辱雋
"A I

哗嘰 

314 

2、己知交流接触器的线圈电阻为 200Q,电感量为 7.3H,接到工频 220 

V 的电源上。求线圈中的电流人？如果误将此接触器接到步 220V的直流 

电源上，絞圈中的电流又为多少？如果此絞圈允许通过的电流为 0. 1A 

,将产生什么后果? 

, _______________ 竺~ = 0.0956 n 0.1 A 
J200,+(314x7.3)，2300 

/ = g =烈 5.1A为额定电流的 11 倍，线圈会因过热而烧损。 R 200 
在电扇电动机中串联一个电感线圈可•以降低电动机两端的电压，从 
而达到调速的目的。已知电动机电阻为 190Q,感抗为 260。，电源电 
压为工频 220Vo 现要使电动机上的电压降为 180V,求串联电感线圈的

解: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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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感量应为多大（假定此线圈无损耗电阻）？能否用串联电阻来代替 

此线圈？试比较两种方法的优缺点。 

解：电动机中通过的电流：/=   -0.559A 
VI902 +2602 

  
  

电机电阻和电感上的电压为：U
R
 = 0.559x 190 = 106V U

L
 = 0.559x260 = 145V 

  
串联线圈端电压：U

L
 = V2202 -106: -145 = 47.8V 

串联线圈电感量：= .0.272mH 
  

ho 0.559x314 

若用电阻代替，则串联电阻端电压：（/；=V2202-1452-106,59.5V 

串联电阻值：大，=四=竺 506。 

I 0.559 

比较两种方法，串联电阻的阻值为电动机电阻的二分之一还要多 

5、右图所示电路中，己知 Z=（30+j30）Q, / = jlOQ,又知心 =85V,求路端电

压有效值£』？ 
 

设 / = 2Z0°A 
 

则 Uz = 85 匕 0。+ 45° = 85Z45°V U
L
= j/X

t
 = /20V 

 

G=DZ+QL
 =85/45。+ 〃。= 路端电压有效值为 100 伏。

些，因此需多消耗功率：△P=0.5592X106a33W,这部分能量显然对用 的有功功率为 866W,求人辻、、 

户来讲是要计入电表的。而串联 铜

耗电阻很小，一般不需要消耗 率。

所以，对用户来讲，用串联 降低电

压比较合适。 
   

解： M = IOO5/2sin（314r + 9O°）V 

电路若有 H由相量图分析可得必有电容支路电流与电感支路 电流相位差

为 120° ,这样两支路电流的相量和的模才符合 1=。=1\・， 又知电容支

路的电流超前总电圧 90° ,则电感支路的电流必滞后总电

压 30° ,在电阻 R 上的分压即为：Un =100cos30°Z-120° = 86.6Z-l20°V

4、己知右图所示电路中，阵&=10。，胤=匾，且电路中路端电压 与总电 流同相，求复阻抗 Z。 

示电路中,己知“=141. 4cos314tV, 电流有效值 I=R=h，电路消耗 

6、在右图所 

+ 20) = 60 + 丿 80 = 

的线圈本身 

多少有功功 

线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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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根据题息可知，电路中发生了申联谐振。 ；I=£Z-,20O=BZ-,20O=,0Z-,20°A 

则： 

/ = 10>/2sin(314t + 120o)A. /,

 

  
0.1 + 两成夜=7 心 45。= 5 呵） 

因谐振，所以 Z
AB

=Z
BC

，=5 + 75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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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己知感性负载两端电压〃=311cos314tV,,测得电路中的有功功率 

为 7.5KW,无功功率为 5. 5KVar,试求感性负载的功率因数及其串联和 

并联等效参数。 

解：串联时：S = 7.5+J5.5*75.2N36.3°KVA 

/ = 75.2/220 N0.342A 

Z = ^/36.3f 643/36.3。38"38g 

则 R=5I8Q Q = 380/314 5.21H 

并联时：启 2202/7500^6.45。 Z=2202/(5500 X 314) «28mll 

8、在右图所示电路中，己知 

复阻抗么=充 0。，各交流电 压的有效值 

I、电感元件电压两端电压伍及电压源伉与总电流之间的相位差角。 

解：设并联支路端电压为参考相量，则 

(/^=2xlZ(r = 2Z0oV 

1。电阻上通过的电流/« =2Z0°/lis2Z0oA 

总电流为：； = /i + ；
；

=2 
+
 ；2«2.828Z45°A 即总电流有效值为 2. 828A 

总电压：认=2-5.9 + _/5.9 = 7.07Zl23oV 因电感上电压相位为 135° ,所以其实 

部虚部数值相等，用凑数法求岀总电压的角度为 123° ,则 

电感上端电压为:UL
 = -5.9 + J5.9 =

S
8.34Z135°V 即总电压、电流之间的相位 

差角为 78° ,电路呈感性。 

分别为：«=100V, 3 = 171V, % = 240V,求复阻抗召。 
知有 OOpF, Z=100 卩 H, 

10＞电路如 

图所示。己 

i
c =V210cos(10T/ + 60°) 

解：设串联电路中的电流为参考相量, 

/=240/60Z0o*4Z0°A 

由相量图分析可知，总电压应呈感性，设 

则无功电压分量应为 80V,艮卩 240-80=160 

有(pi=arcsinl60/171®69. 3° 

压分量为 60V, 

Z 产号 £69.3。= 42.75/69.3。55.1 + 丿 40Q 

mA,电路消耗的功率 P=100mW,试求电阻枷电压 u ( t)。 

解：Un =10-2ZI500/104 * * 7X10IOZ-90° 

= 10Z65°mV 

/? = 0.0l:/0.l = 10 'Q /« = 10 2 /0.00IZ650 = IOZ65°mA 

/ = ；
g +

 ；
c
 =(4.23 一 8.66) + ；(9.06 + 5) l4.7Z107°mA 

U =Utt-+U
L =0.01 匕 65°+14.7 匕-17° 54.7 匕-17°mV 

.•.
M

«l4.7V2sin(l0Tt-l7o)mV 

9、如下图所示电路中，己 

流々=2A,毎=7.07V,求电 

知电路中电 

路中总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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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一定时电流 最大，且在电感和电容两端将出现動 i 
;该现象若发生在并联电路中，电路阻抗将 最大 
,电压一定时电流则丄心，但在电感和电容支路中将出现 过电流现象。 
2、 谐振发生时，电路中的角频率^

0
=_i/VZc_, /

0
=_i/2^VZc_o 

3、 串联谐振电路的特性阻抗 Sc_,品质因数 0= 0L R。 
4、 理想并联谐振电路谐振时的阻抗去—，总电流等于丄。 
5、 实际应用中，并联谐振电路在未接信号源时，电路的谐振阻抗为电 

6、 交流

多参数的电

路中，负载获取最大功率的条件是—ZLZ； :负载上获取的最大功率

4=—%|W"s+IW+*訂一。 

7、 谐振电路的应用，主要体现在耐-宿-存血选捍,，用于 

8、品质因数越丄，电路的选择 
性越好，但不能无限制地加大品质因数，否则将造成通频带 变窄，致使接
收信号产生失真。 

二、判断下列说法的正确与错误（建议每小题 1 分） 
1、 串联谐振电路不仅广泛应用于电子技术中，也广泛应用于电力系统 
中。 （X ） 
2、 °谐振电路的品质因数越高，电路选择性越好，因此实用中。直越大 
越好。（X ） 

3、 串联谐振在/和洒端将出现过电压现象，因此也把串谐称为电压谐 
振。（V ） 

4、 并联谐振在匕和技路上出现过流现象，因此常把并谐称为电流谐振 
。 （V ） 
5、 串谐电路的特性阻抗 Q在数值上等于谐振时的感抗与线圈铜耗电阻 的
比值。（V ） 

6、 理想并联谐振电路对总电流产生的阻碍作用无穷大，因此总电流为 
零。 （V ） 

7、 无论是直流还是交流电路.负载上获得最大功率的条件都是 4=匚 
。 （X ） 

8、 列 C多参数串联电路由感性变为容性的过程中，必然经过谐振点。 

（V ） 
9、 品质因数高的电路对非谐振频率电流具有较强的抵制能力。 
（V ） 

10、谐振状态下电源供给电路的功率全部消耗在电阻上。 

（V ） 

三、单项选择题（建议每小题 2分） 

1、 也饼联电路在*时发生谐振，当频率增加到 2龙时，电路性质呈（ 

B ） 

A、电阻性 B、电感性 C、电容性 

2、 处于谐振状态的位 C串联电路，当电源频率升高时，电路将呈现出 

（B ） 

A、电阻性 B、电感性 C、电容性 

3、 下列说法中，（A ）是正确的。 

A、串谐时阻抗最小 B、并谐时阻抗最小 

C、电路谐振时阻抗最小 

4、 下列说法中，（B ）是不正确的。 

A、并谐时电流最大 B、并谐时电流最小 

C、理想并谐时总电流为零 

5、 发生串联谐振的电路条件是（C ） 

A' 誓 B、人=7^ C、气=7^ 

6、 正弦交流电路中，负载上获有最大功率的条件是（C ‘） 

A、L = R

。 B、z
t
 =z

s
 C、ZL=Z」 

四、简答题（建议每小题 3〜5 分） 

1、 何谓串联谐振？串联谐振时电路有哪些重要特征？ 

答：在含有 LC的串联电路中，出现了总电压与电流同相的情况，称电 路发
生了串联谐振。串联谐振时电路中的阻抗最小，电压一定时电路 电流最大，
且在电感和电容两端出现过电压现象。 

2、 发生并联谐振时，电路具有哪些特征？ 
答：电路发生并谐时，电路中电压电流同相，呈纯屯阻性，此时电路 阻抗

阻配接入信号源后，电路谐振时的阻抗变为_EZZ& 

,电路的品质因数也由 0= R/BoL而变为。=叫/电/3丄 ,从而使

并联谐振电路的选择性变_!_，通频带变取。 

元器件的测量 和用于 提高功率的传输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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