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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加工基地和制造基地，尤其是长三角地区
更为突出，已有近百家名列世界五百强的企业落户该地区，带动了该地区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同时
也为就业创造了广阔的前景。
企事业单位对应用型本科人才的需求多了，但要求也提高了。
这就对工程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也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在此形势下，国家教育部近年来批准组建了一批以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为宗旨的高等学校，同时
举办了多次“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研讨会”，对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办学思想和发展定位进行初步
探讨。
并于2002年在全国高等院校教学研究中心立项，成立了21世纪中国高等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创
新与实践课题组，有十几所应用型本科院校参加了课题组的研究，取得了多项研究成果，并于2004年
结题验收。
我们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组织了多所应用型本科院校编写本系列教材，以适应国家对工程教育的新要
求，满足培养素质高、能力强的应用型本科人才的需要。
　　工程强调知识的应用和综合，强调方案优缺点的比较并做出论证和合理应用。
这就要求我们对应用型本科人才的培养需实施与之相配套的培养方案和培养模式，采用具有自身特点
的教材。
同时，避免重理论、轻实践、工程教育“学术化”的倾向；避免在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中，轻视学生
个性及创新精神的培养；避免工程教育在实践中与社会经济、产业的发展脱节。
为使我国应用型人才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我们必须开拓进取，努力改革。
　　组织编写本系列教材，目的在于建设富有特色的、有利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本科教材，本系列教
材的编写原则如下。
　　1.确保基础　　在内容安排上，本系列教材确保学生掌握基本的理论基础，满足本科教学的基本
要求。
　　2.富有特色　　围绕培养目标，以工程应用为背景，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构建应用型本科教
育系列教材特色。
在融会贯通本科教学内容的基础上，挑选最基本的内容、方法和典型应用；将有关技术进步的新成果
、新应用纳入教学内容，妥善处理传统内容的继承与现代内容的引进；在保持本科教学基本体系的前
提下，处理好与交叉学科的关系，并按新的教学系统重新组织；在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
注入工程概念，包括质量、环境等诸多因素对工程的影响，突出特色、强化应用。
　　3.精选编者，保证质量　　参编院校根据编委会要求推荐了一批具有丰富工程实践经验和教学经
验的教师参加编写工作。
本系列教材的许多内容都是在优秀教案、讲义的基础上推敲编写而成的，并由主编全文统稿，以确保
教材质量。
　　本系列教材的编写得到了电子工业出版社的大力支持。
他们为编好这套教材做了大量认真细致的工作，为教材的出版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在此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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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介绍了电路概述，电路的等效分析，电路分析的基本方法，电路分析的重要定理，正弦
交流电路的稳态分析，含耦合电感的电路分析，三相电路，非正弦周期性电流电路，无源双口网络，
网络函数和频率特性，动态电路的时域分析，阶跃响应、冲激响应与动态电路的复频域分析等内容。
本书在编写时，力求突出实用性，编入了大量工程实例，以使读者能对电路原理有更深刻、实际的理
解和把握。
    本书可作为电子信息、计算机、电气控制、自动化等应用型高校本科专业的电路及电路基础课程的
教材，也可供高职高专学校的相关专业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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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空心电感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带骨架的，如实验室用的线圈、收音机中的振荡线圈等；另一种
是无骨架的，如电视机高频头中的选频线圈、调频收音机中的调谐线圈等。
　　空心电感既可以是固定电感，也可以是可调电感。
空心电感的电感量比较小，多用于高频电路。
空心电感基本属非标准件，可根据电感量要求进行设计计算，并在试验、调试中最后确定其参数。
对于线径较粗的无骨架裸体电感线圈，则可靠经验用近似计算公式估算并制造，在实际使用时再通过
改变其形状来调节其电感量，像电视机高频头中的选频线圈，就是通过改变其形状来改变电感量，从
而达到选频于各电视频道频率的。
　　3.电容元件　　电容元件是一种反映电路及其附近存在电场而可以储存电能的理想电路元件。
　电容效应是广泛存在的，任何两块金属导体，中间用绝缘材料隔开，就形成一个电容器。
工程实际中使用的电容器虽然种类繁多、外形各不相同，但它们的基本结构是一致的，都是用具有一
定间隙、中间充满介质（如云母、涤纶薄膜、陶瓷等）的金属极板（或箔、膜）、再从极板上引出电
极构成的。
这样设计、制造出来的电容器，体积小、电容效应大，因为电场局限在两个极板之间，不宜受其他因
素影响，所以具有固定的量值。
如果忽略这些器件的介质损耗和漏电流，电容器可以用电容元件作为它们的电路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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