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期末考试复习
（2023）



考试内容

CH1 ：
1、会计算基本电路的电压、电流、功率。
2、熟悉关联和非关联参考方向，会用KVL,KCL。
3、掌握第一章中所有例题的解法。

考点详解： CH1：



CH2 ：
1、掌握例2-3，例2-4。
2、掌握图2-21，图2-22，图2-23，图2-
24，图2-25，掌握例2-6，例2-7，
3、掌握例2-9。
会利用上面几个例题的方法，求解不含受
控源电路的化简方法。



CH3 ：
1、掌握节点法，会做例3-5.会列写此类不
含受控源的节点电压方程。（10分）
2、掌握网孔分析法。会做例题3-3.（10
分）



CH4 ：
1、掌握叠加定理，会做例4-1，例4-2.
（10分），会做作业4-5

2、掌握戴维南定理，会做例4-5。（10分）

本卷受控源考12分。
会求不含受控源的戴维南等效电路。（加
压求流法求含受控源等效电阻，并会结合
一阶电路求时间常数）
详细分析见本PPT后面题目。



CH6 ：掌握三要素法
1、知道电容和电感的伏安关系。

2、会用三要素法求解不含受控源电路的电压、
电流,会用三要素法解例题6-8，作业6-20。
（10分）



CH8 ：相量法

1、会写出一个正弦函数的振幅相量、有效值相
量形式，含极坐标形式、直角坐标形式，三角函
数形式、指数函数形式。会做例8-5.
2、会做例题8-9，例8-10，例8-11，例8-12，
例8-13
3、熟记有功功率公式当给定电压和电流时，会
计算P,会做作业8-25.



CH10: 谐振电路（10分）
1、知道串联谐振概念，掌握书中10.3.1小节，
10.4.1小节，
理解公式(10-29)，(10-30)，(10-31)，(10-32)
给定R、L、C三个原件数值，会计算谐振频率和
阻抗，会求电感和电容电压。不需要掌握其中的
频率特性。



【注】1、以上内容包含了绝大部分考点很
多题目都是其简单变形或具体应用，需要
仔细理解，不能背题。
2、书上例题原题的简单变形题，和本PPT
给的示范题的简单变形题约占80-90%。
3.考试可带计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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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将下图等效简化为一个电压源或者电流源。

R1

R2

S1 2Ai =S2 1Ai =

S3 3Ai =

S4 6Ai =

+
_S =2Vu

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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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将下图等效简化为一个电压源或者电流源。

R1

R2

S1 2Ai =S2 1Ai =

S3 3Ai =

S4 6A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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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将下图等效简化为一个电压源或者电流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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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 3Ai =

S4 6Ai =

+
_

R1

S1 2Ai =

R2

3 3A
S

i =

S4 6Ai =

+
_

S 2Ai =



2023/12/26 14

【例】将下图等效简化为一个电压源或者电流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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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两种实际电源模型的等效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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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换方法

➢ 转换结构，串联 并联

➢ 电压源的极性与相应的电流源的方向关系：

电流源的方向是电压源“-”指向“+”

➢ 内阻Rs保持不变,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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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利用电源转换可以简化电路计算。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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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等效变换法将题图所示二端网络化简为实际电流源电路。

4/3A和9Ω电阻并联，电流源方向从a指向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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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电路如图所示，试用网孔分析法求电压u。

解：设网孔电流im1和im2

直接列写网孔方程

联立解得

im1
im2

则

im2 =-2A

(20+30) im1-30im2=40

im1=-0.4A

u=30(im1-im2) =30×1.6=48V

（考试考三个网孔电路，无受控源，
边界有电流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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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1）选3为
参考节点

2）列节点方程

2122121 )( SSnn iiuGuGG −=−+

例 is1 =9A， is2=5A， is3=6A , G1 =1S，
G2 =2S ,  G3=1S，用节点法求电流i

3223212 )( SSnn iiuGGuG −=++−

iS

3

iS1

iS2

G3

G2

G1

i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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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求电流

AuuGi nn 2)12(2)( 212 =−=−=

iS

3

iS1

iS2

G3

G2

G1

i1 2

3

解得
un1 =2V

un2=1V

整理，得
423 21 =− nn uu

132 21 −=+− nn uu

思考：某支路有电压源和电阻的串联（戴维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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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支路中电压源与电阻相串联（戴维南模型）

un1

诺顿模型

处理方法：

戴维南模型

n1

1 1 40
( ) 2
20 30 20

u+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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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N0为线性无源网络,当Us＝1V，Is＝1A时，

u＝0；当Us＝10V，Is＝0A时，u＝1V；

求:当Us＝20V，Is＝10A时，u＝？

解：
+

–
Us

N0

Is

u

+

–
k1 = 0.1，k2 = - 0.1

当 Us＝20V，Is＝10A时,

u＝ k1×20＋ k2×10＝1V

k1×1＋ k2×1＝0

k1×10＋ k2×0＝1

1 S 2 Su k U k I= +

思考：三个电源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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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0

【例1】试求例1图(a)所示电路a、b端的戴维南等效电路。已知：
uS=12V，iS=4A，R1=6Ω， R2=3Ω， R3=6Ω。

解： （1）求开路电压uOC。

+

-

uOC

+

-

u'OC

i′=0

1 2
OC S

1 2

8V
R R

u i
R R

 = =
+

1
OC S

1 2

8V
R

u u
R R

 = =
+

根据叠加定理 OC OC OC 8 8 16Vu u u = + = + =

电流源单独作用

电压源单独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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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求等效电阻R0。

1 2
0 3

1 2

6 3
6 8

6 3

R R
R R

R R


= + = + = 

+ +

【例1】试求例1图(a)所示电路a、b端的戴维南等效电路。已知：
uS=12V，iS=4A，R1=6Ω， R2=3Ω， R3=6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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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画出所求戴维南等效电路。

【例1】试求例1图(a)所示电路a、b端的戴维南等效电路。已知：
uS=12V，iS=4A，R1=6Ω， R2=3Ω， R3=6Ω。

+

-

uOC

+

-

u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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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题图所示电路的戴维南等效电路。

6V电压源和4.5Ω电阻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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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做左图的响应



【例】 如图所示电路在t=0时闭合，求
t>0时的uc及i。（期末考电感电路）

解 初始值
C C(0 ) (0 ) 10(V)u u+ −= =

稳态值

uc(∞)＝5×1+10
＝15（V）

时间常数 0.2 5 1(s) =  =
利用三要素法公式得

C C C C( ) ( ) [ (0 ) ( )]e 15 5e (V)
t

t
u t u u u 

− −
+=  + −  = −

C 10
( ) 1 e (A)

5
tu

i t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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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有 IIUU  2,2 mm ==

有效值相量和振幅相量



【例】求图(a)网络在=1rad/s和=2rad/s时的等效阻抗和等效电
路。

解： =1rad/s

L=1H

R=1 C=0.5F

a

b
(a)

1)
1 j1 2 1

(1 j1)( j2) 2 j2
( j 2

j j
Z

+ − −
= = = 

+ − −



同理，=2rad/s时

2
(1 j2)( j1)

( j ) 0.5 j1.5
1 j2 j1

Z
+ −

= = − 
+ −

相应的时域等效电路为一个0.5Ω的电阻与1/3F电容的串联。



8-20 (2)已知关联参考方向下的无源二端网络的端口电
压u(t)和电流i(t)分别为 和

，试求各种情况下的P、Q和S。
V)70100cos(10)( += ttu

( ) 2cos(100 40 )i t t A= + 

解：先将各量写成相量极坐标形式：

5 2 70 , 2 40U V I A
 =  =   

*

5 2 70 2 40

10 30 5 3 5

S U I

j

 



= =   −

=  = +

5 3 , 5 , 10P W Q Var S VA = = =  

cos 5 2 2 cos30 5 3

sin 5 2 2 sin 30 5

10

z

z

P UI

Q UI

S

W

Var

VU AI









= =  =

= =  =
= =

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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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RLC串联电路

相量模型如图(b)所示。等效阻抗

)
1ω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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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R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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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ωC
LX −= ω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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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LC串联电路

等效阻抗

ω1 1
j j( )

j

U
Z R ωL R L

I ωC ωC
= = + + = + − jR X= +

ω 1
( )X L

ωC
= −其中

阻抗串联等效

1.阻抗串联

时域 复数域

分析RLC串联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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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2
L C

L C
Z

| | ( )      

arctan arctan

Z R X R X X

X XX

R R


= + = + −

−
= =

当X=XL-XC>0时，Z>0，电压超前于电流，电路呈感性；

jZ R X= +

R

X

|Z|

Z

当X=XL-XC <0时，Z<0，电流超前于电压，电路呈容性；

当X=XL-XC =0时，Z=0，电压与电流同相，电路呈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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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Cj( - )U Z I R I X X I= = +

2 2
R X

R Z

X Z L 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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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U U

U U

U U U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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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电压三角形

LU

XU

CU RU

U

感性XL>XC 容性XL<XC

I

I
Z

Z

LU
RU

XU

CU

U

jRI XI= + U UR X= +

R L C( )U U U= + +

思考：电阻电压有效值为3V，电感和电容总电压的有效值为4V，
为什么电源电压有效值为5V？



例电路如图,已知
求:(l)频率为何值时，
电路发生谐振。

(2)电路谐振时, UL0

和UC0为何值。

V cos2)(S ωttu =

解：(l)电压源的角频率应为
rad/s10

1010

11 6

84
=


===

−−LC
0

(2)电路的品质因数: 1000 ==
R

L
Q



则 V1001100SC0L0 ==== Q UU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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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 cos Vsu t= s
U

s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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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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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的电路中, 为

的有效值相量，

，求(1)L大小,(2) 

分析：电路发生串联谐振
1

1
LC

= 解出L=1H

0

1
j5

j
C S

U U V
CR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