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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电工学”课程是工科非电类各专业重要的专业技术基础课程，是各专业培养高技能人才必须具
备的理论基础。
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进一步加强了各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电工电子技术越来越渗透到各学科，因此
，“电工学”课程已不仅限于工科专业，众多理科类专业也将其作为必修课程。
通过对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获得必需的电工电子基础理论、电路分析计算能力及电工测量等基本知
识与实践技能，为学习专业课程，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培养实践能力、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打下必要的基础。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为主动适应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需要，大力推
动教学体制改革。
随着教改的深化进行，作为工科非电类各专业的重要专业技术基础课程的“电工学”也发生了相当大
的变化：知识点的更新、实际应用的推广、教学学时的减少、学生素质的提高等等，这些因素都显示
了教学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进行教材改革。
本套教材就是针对新的教学大纲、新的课程体系，在多年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总结丰富的教改经验和
科研成果，消化吸收国内、外优秀教材的长处确定编写而成的。
　　传统的电工与电子技术在课程设置上着重追求内容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但是，随着当今社会学科
的发展与细化，这种课程设置已经不太适合新形势的发展。
教改的思路之一就是要把以往单一的、纵向的课程设置变为纵向和横向相互交汇的形式，以整体、融
合、发展和应用的观念建立新的课程内容体系，打破原来的电工和电子、模拟和数字的界限，把课程
内容层次化，模块化，以适应不同专业的要求，增加了不同专业在课程内容选择方面的灵活性，使基
础理论知识与应用更好地结合，较好地解决知识膨胀与课时紧张的矛盾。
　　本教材按新教学大纲要求对传统的教学内容进行合理的精选、改写、补充和整合。
本着“够用、实用、能用”的原则，降低了理论深度，压缩了基础性的原理叙述部分，不过分强调理
论的系统性、严密性和完整性。
除保留基础的传统内容外，削减了陈旧的复杂理论推导和应用较少的难记公式。
增加了典型实例电路剖析的内容，这些实例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搭建了从理论到应用的桥梁，突出了
电工电子技术在实际生活、生产中的应用。
既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引导学生思考，以便加强培养学生应用所学电工电子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的意识与综合能力。
同时，积极吸收当代的新知识、新观点和新技术。
如增加可编程控制器及其应用、大规模存储器、可编程逻辑器件、现场可编程逻辑阵列等内容。
　　该教材的体系结构注重基础知识的内在关系，突出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进一步理顺教学内容之
间的关系。
内容的编排与同类书有较大的调整，以遵循人的认知规律，更有利于学生按照严谨的思维方式接受相
关的知识点。
并采用比较有效和精练的方式把问题交代清楚，便于施教与自学，力求达到学以致用。
这样做更有利于培养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的自学能力。
　　本套教材包括《电工学(上册)——电工技术》和《电工学(下册)——电子技术》两本书，按通用
教材的要求，能满足工科各非电类专业的需要。
各章节内容之间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针对不同专业的特点，灵活选取相应的内容进行教学，以适
应不同专业的需求。
　　本书是《电工学(上册)——电工技术》，全书共分8章，内容由浅入深，系统介绍了电工技术的基
础及应用。
全书力求概念准确、内容新颖、深入浅出、语言流畅、可读性强。
既注重基本原理必要的讲解，又力求突出工程上的实用性。
明确指出本课程的重点和难点内容，以及学生在学习中的疑难之处与错误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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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章配有适量的且有针对性的例题、思考与练习题、习题，方便自学、易于教学。
书中标有星号(*)的内容属于加深加宽的参考内容，可根据实际需要而有所取舍。
习题中也有少量是标有星号(*)的，可供选用，以便在使用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本书适用于高等学校工科各专业，可以作为电工学相关课程的教材。
也可作为广大自学读者学习电工学课程时的辅导参考书。
同时可以作为电子爱好者自学和实践的指导性参考书，对工程技术人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可供电
工学教师教学参考。
　　广东工业大学自动化学院的王钦若院长、邓则名教授，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的胡义华院长、邓颖
宇副院长、苏成悦副院长，电工电子部的有关领导以及各位老师对本书的编写及出版都给予了大力的
支持和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本书第1、2、3、8章及附录A、附录B由广东工业大
学自动化学院林珊编写，第4、5、6、7章由广东工业大学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陈国鼎编写，全书由林
珊统稿。
本书由广东工业大学自动化学院副院长万频主审。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以及时间仓促，本书在某些方面所作的变动和尝试，以及书中的不足和不妥之
处，殷切希望读者提出宝贵意见并予以批评指正，以便今后修订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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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
该教材依据教育部颁发的工科高等学校“电工技术”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在多年实际教学过程中，通
过探索、改革和总结实践经验编写而成。
　　全书包括电路的基本概念与基本定律、电路的常用定理及基本分析方法、电路的暂态分析、正弦
交流电路、三相交流电路及安全用电常识、磁路与变压器、交流电动机、继电接触器控制系统等8章
内容。
　　本书以工程实践中正在使用的电工技术基础理论为主，在突出电路的基本理论、基本分析方法的
同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全书内容叙述上力求简明扼要，重点突出；将基本概念讲述清楚，易于读者接受理解；将基本分析方
法讲解透彻，步骤明确，使读者容易掌握；分析过程更为紧凑，体系与内容均较新颖。
每章节配有针对性的思考与练习及习题，形式多样，配置齐全，难易度适中。
书末附有习题答案，方便学生自学和教师施教。
　　本书适用于高等学校工科各专业，可以作为电工学相关课程的教材。
该书对工程技术人员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可供自学电工知识的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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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电路的基本概念与基本定律　　电路是电工技术和电子技术的理论基础。
电路理论研究的对象是由理想元件构成的电路模型。
本章说明了电路的组成、作用及工作状态，重点介绍电路中的基本概念、基本物理量和基本定律，主
要讨论电流和电压的参考方向、基尔霍夫定律以及电路中电位的计算等。
通过本章的学习，为后续分析复杂电路打下坚实的基础。
　　1.1　电路和电路模型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中，电路无处不在。
从手电筒、电饭煲、电视机、电冰箱、计算机到自动化生产线等都是由实际电路构成的。
当前，集成电路的应用已渗透到各个领域，集成度越来越高，在很小的芯片上容纳的部件、器件数目
越来越多，可达数百万或更多，这些元器件相互连接构成了复杂的电路系统。
　　电路（Circuit）是为了满足某种实际需要，由一些实际器件（例如电阻器、蓄电池、电容器、晶
体管、集成元件等）按一定方式相互连接、构成电流通路的装置。
比较复杂的电路呈网状，常称为网络（Network）。
实际上，电路与网络这两个名词并无明显的区别，一般可以通用。
但是，电路理论所研究的对象并不是由实际器件构成的实际电路，而是实际电路的科学抽象——电路
模型（Circuit Model）。
　　1.1.1　电路的组成、作用及工作状态　　1.电路的组成　　实际电路的组成方式很多，结构形式
多种多样，电路器件的品种千差万别、日新月异。
例如，用导线和开关将电池和小灯泡连接起来组成了照明用的手电筒，就是一个十分简单的电路。
而有些实际电路非常复杂，例如，电能的产生、输送和分配是通过发电机、变压器、输电线等完成的
，它们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电路系统。
但是，任何一个完整的实际电路，无论结构是十分简单，还是非常复杂，通常都是由电源、负载和中
间环节三个部分组成。
　　电源（Power Source）是为电路提供能量或电信号的电器设备。
例如，把机械能、热能、水能或核能等其他形式的能转换为电能的发电机，将化学能转换成电能的蓄
电池，将光能转换为电能的太阳能电池等，都是常见的提供电能的电源。
另外，用来提供各类电信号的信号源也属于电源。
负载（Load）是将电能转换为其他形式的能、并利用电能进行工作的用电设备。
例如，将电能转换为光能的电灯，将电能转换为机械能的电动机，将电能转换为热能的电炉，将电能
转换为声音输出的扬声器等，都是常见的负载。
除了电源和负载外，电路中还有用来连接电源和负载的中间环节，它起传输、分配和控制电能和电信
号的作用，例如开关、导线、控制电路中的保护设备、变压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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