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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强化电路基本概念、突出分析电路的方法、引入计算机仿真技术、尽显中职生技能提升
”为原则，开创性地设计制作了与课本同步的教学课件，它以Authorware、Flash、EWB等软件再现了
“板书演示”、“动画演示”和“仿真演示”的课堂教学新体系，较好地实现了教师教学与学生自学
的互动。
　　本书由电路的基本概念及基本定律、电路的分析方法、电容和电容器、正弦交流电路、非正弦交
流电路、电路的过渡过程、三相交流电路、磁与磁路、变压器、交流电动机、直流电动机、安全用电
、EWB电路仿真系统共13章内容组成。
　　本书可作为中等职业学校的电子电气专业、机电专业和电工类专业课程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也可
供从事电工技术的工程技术人员和技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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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电路的基本概念及基本定律　　由电路元件组成的电路是电流流过的路径。
本章首先介绍一些关于电路的基本物理量，然后再重点介绍分析电路的基本依据——基尔霍夫定律。
　　1.1.1　电路的基本概念　　1.1　电路及其模型　　简单地说，电路就是电流所流过的闭合路径。
它是由电源、负载、中间连接部件等电气设备或元器件组成的。
其中，电源是提供能量的设备，它将非电能转换为电能，常见的电源有干电池、蓄电池、发电机等。
负载是吸收电能的设备，它将电能转换为其它形式的能，是各种用电器的总称，如电灯、电烙铁、电
动机等。
中间连接部件是将电源和负载连成闭合的回路，主要有导线、控制电路和保护装置等组成，其作用是
保证电能能够可靠地由电源传输给负载，如开关、继电器、熔断器等。
　　1.1.2　电路模型　　实验证明，实际电路中的任何一种器件在工作时都同时伴有电能的消耗和电
磁现象，而且这种现象是分布在器件的各个部分以及器件所在的一定空间。
在分析计算电路时，用一个假定的二端元件（如电阻）来代替实际的器件（如灯泡）的主要性质，我
们称这个假定的二端元件为理想电路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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