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6 直流电路总结
一.电路的基本概念

1.电路的组成与电路模型

（1）组成：任何一个完整的电路通常是由电源、负载和中间环节三部分组成。

（2）电路模型：把实际电路中的各种设备和器件都用理想元件来表征，实际电路就可以画

成由各种理想元件的图形符号连接而成的电路图，这就是实际电路的电路模型（简称电路）。

2.电路的主要物理量

（1）电流 电荷(带电粒子)有规则的定向运动形成电流。用电流强度来衡量电流的大小。

正电荷运动的方向为电流方向。参考方向是假定的电流方向。在分析计算电路前，可先任意

选定某一方向为电流的参考方向

（2）电压 就是两点电位之差。电压的实际方向就是电位降低的方向（由高电位指向低电

位）。参考方向是假定的电压方向。在分析计算电路时为了方便常取关联参考方向。（关联参

考方向是指电流和电压取一致的参考方向）

（3）电动势 是非静电力把单位正电荷从“-”极板经电源内部移到“+”极板所做的功。

他的方向是：在电源内部由低电位指向高电位（即由“-”极指向 “+”极）。

（4）电位 是电路中某点对参考点的电压。电位是一个相对的物理量，他的大小和极性与

所选取的参考点有关。习惯上常选接地点、机壳或公共节点为参考点。电压与电位的关系是：

BAAB VVU 
（5）电功率 单位时间内电路吸收或释放的电能定义为该电路的功率。当电压、电流采用

关联参考方向时，电功率为 uip  ；当电压、电流采用非关联参考方向时，电功率为 uip  。

P＞0 表示该二端元件(或网络)吸收功率，为负载；若 p＜0 表示该二端元件(或网络)发出功

率，为电源。

3.电路的三种状态

（1）空载 电源处于开路状态。其特点是：电流为零，端电压等于电源电动势。电源的输

出功率为零。

（2）有载状态 指电源与负载连接成闭合回路，电路中有电流，负载两端的电压 0IREU 

电源输出的功率为 UIRoIEIP  2

（3）短路 就是电源未经负载而直接由导线短接成形成回路。短路是一种故障状态。特点

是：短路处电压为零，短路电流 0/ REI S  电源的输出功率 P＝0，电源产生的功率全部消

耗在内阻上，而造成电源过热而损伤或毁坏，应尽量预防并采用保护措施。

4.最大功率传输条件：负载获得最大功率的条件是负载电阻等于电源内阻。
二.电路的基本元件

1.无源元件有电阻、电容和电感等负载元件。

（1）电阻元件是耗能元件。电压与电流取关联参考方向时 Riu 

（2）电感元件是储能元件。电压与电流取关联参考方向时
dt
diLeu L 

（3）电容元件是储能元件。电压与电流取关联参考方向时
dt
duCi 

2.有源元件(电源) 分为电压源和电流源。

（1）电压源是一个理想电路元件，他的端压为定值或是时间函数。实际电压源可以用理想

电压源和内阻的串联来表示。

（2）电流源也是一个理想电路元件，他发出的电流为定值或是时间函数。实际电流源可以

用理想电流源和内阻的并联来表示。等效变换条件是内阻相等，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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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电路基本定律

基尔霍夫定律是电路分析最基本的定律，他具有普遍适用性。他包括基尔霍夫电流定律

和基尔霍夫电压定律。

1.基尔霍夫电流定律(简称 KCL) 任一时刻流入电路中任一节点的电流之和恒等于流出该

节点的电流之和。公式表示为  入
i

出i 。还可以推广应用于广义节点。

2.基尔霍夫电压定律 任一时刻，沿电路中任一回路中所有电压的代数和恒等于零。公式表

示为  ou 也 可以推广应用于广义回路中。

四.简单直流电路分析方法：利用电阻串、并联的特性化简二端网络。

表 1-1 电阻串联与电阻并联电路的特性

连接方式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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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关系 n21 IIII   n21 IIII  

电压关系 n21 UUUU   n21 UUU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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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复杂直流电路分析方法：

(1)支路电流法是电路分析最基本的方法之一。他是以全部支路电流为待求变量，根据基尔

霍夫节点电流定律和回路电压定律列出方程组，然后解联立方程，求得各支路电流。

(2)戴维南定理：任何一个线性有源二端网络，都可用一个实际电压源来等效，等效电压源

的电压 Us等于该二端网络的开路电压 U0C，等效内阻 R0等于该有源二端网络中所有的理想电

源皆为零时所得的无源二端网络的等效电阻 RA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