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部分  电路基本概念与基本定律（解

析版） 

第一章 电路基本概念 

一、单选题 

1.实现信息的传送和处理的电路称为（    ）电路。 

A.电工 B.电子 

C.强电 D.弱电 

【答案】B 

【解析】电子电路是指由电子器件和有关无线电元件组成的电路，可实现传输电能、处

理信号、控制、计算等功能。出题陷阱：A 选项为干扰项。 

2.若描述电路特性的所有电路都是线性代数方程或线性微积分方程，则这类电路是

（    ）电路。 

A.线性 B.非线性 

C.微分 D.积分 

【答案】A 

【解析】线性电路是指完全由线性元件、独立源或线性受控源构成的电路。非线性电路，

含有非线性元件的电路。 

3.具有两个引出端钮的电路称为_____网络，其内部包含电源的称为____网络（    ）。 

A.二端  有源 B.二端  无源 

C.三端  有源 D.三端  无源 

【答案】A 

【解析】具有两个引出端钮的电路称为二端网络，其内部包含电源的称为有源网络。通

过引出一对端钮与外电路连接的网络常称为二端网络，通常分为两类即无源二端网络和有源

二端网络。二端网络中电流从一个端钮流入，从另一个端钮流出，这样一对端钮形成了网络

的一个端口，故二端网络也称为“单口网络”或“一端口网络”。二端网络内部不含有电源



   

 

的叫做无源二端网络，二端网络内部含有电源的叫做有源二端网络。出题陷阱：注意二端网

络与二端口网络的区别。 

二、多选题 

1.电路分类按电路参数分有（    ）。 

A.线性电路 B.集总参数电路 

C.非线性电路 D.分布参数电路 

【答案】BD 

【解析】电路分类按照元件是否线性分为线性元件与非线性元件，按照电路参数分分为

集总参数电路和分布参数电路。 

2.电路通常有（    ）三种状态。 

A.通路 B.开路（断路） 

C.短路 D.故障 

【答案】ABC 

【解析】电路通常有通路（电路处处相通形成回路）、开路（电路某处断开形不成回路）、

短路（路某一部分原来存在电压的两端意外导通）三种状态。出题陷阱：故障不是电路的状

态。 

三、判断题 

1.电路中，某元件开路，则流过它的电流必为零。（    ） 

A.正确 B.错误 

【答案】A 

【解析】电路开路即电路某处断开形不成回路的一种状态，流过它的电流为零。 

2.欧姆定律体现了线性电路元件上电压、电流的约束关系，与电路的连接方式有关。

（    ） 

A.正确 B.错误 

【答案】B 

【解析】欧姆定律体现了线性电路元件上电压、电流的约束关系，与电路的连接方式无

关。在同一电路中，导体中的电流跟导体两端的电压成正比，跟导体的电阻成反比，这就是



   

 

欧姆定律。I=U/R，跟电路的连接方式无关 

第二章 电阻元件 

一、单选题 

1.电阻串联的特征是电流_____，各电阻分配的电压与其成_____。（    ） 

A.相同  反比 B.相同  正比 

C.不同  反比 D.不同  正比 

【答案】B 

【解析】电阻串联，流过各串联电阻的电流相等。根据欧姆定律，各电阻分配的电压与

电阻成正比。 

2.两个阻值相同的电阻，并联后总电阻为 5 Ω，将它们改为串联，总电阻为（    ）Ω。 

A.25 B.5 

C.20 D.10 

【答案】C 

【解析】电阻并联，总电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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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Ω，则 R1=10 Ω。当两电阻串联总

电阻为 10+10=20 Ω。 

3.串联电阻的作用是（    ）。 

A.分流 B.分压 

C.分频 D.减小电阻 

【答案】B 

【解析】串联电阻分压，并联电阻分流。 

4.并联电阻的作用是（    ）。 

A.分流 B.分压 

C.分频 D.增大电阻 

【答案】A 

【解析】串联电阻分压，并联电阻分流。 

5.图示电路中， '
R ≥0，若等效电阻为 R，则（    ）。 



   

 

 

A.R>12 Ω B.R≤12 Ω 

C.R≥12 Ω D.R<12 Ω 

【答案】D 

【解析】只要所并电阻大于零，并联等效电阻小于任一并联的电阻的阻值。 

6.标明“100 Ω，4W”和“100 Ω，25W”的两个电阻串联时，允许加的最大电压是（    ）。 

A.40V B.70V 

C.60V D.140V 

【答案】A 

【解析】由公式 P=U2/R，知电阻两端所加电压 U P R= •  ，对于第一个电阻，所加电

压 U最大为 20V，对于第二个电阻，所加电压可大于 20V。两电阻阻值相同，并联时施加在

两电阻两端的电压也相同。两电压相同，则所施加电压最大为 40V。 

7.一根导体的电阻为 R，若将其从中间对折合并成一根新导线，其阻值为（    ）。 

A.R/2 B.R 

C.R/4 D.R/8 

【答案】C 

【解析】电阻公式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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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对折，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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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直流 RC串联电路中，电阻 R上的电压等于（    ）。 

A.0 B.全电压 

C.2 倍电压 D.R/(R+XC) 

【答案】A 

【解析】直流电路中，电容元件相当于开路，电阻 R上无电压。 

9.一个 12V、6W 的灯泡，接在 6V 的电路中，通过灯泡的实际电流是（    ）。 



   

 

A.2A B.1A 

C.0.5A D.0.25A 

【答案】D 

【解析】由 R=U2/P。求得电阻 R=24 Ω。根据欧姆定律，I=U/R，求得电流为 0.25A。 

10.下图所示电路中，开关 S 闭合后，电压表读数将（    ）。 

A.减小 B.增大 

C.不变 D.不定 

 

【答案】C  

【解析】电压表测试的是电阻 R0 两端的电压。这个电阻两端的电压就是电压源对外电

路提供的电压，是恒定的。开关 S 闭合前后，并不影响 R0 两端的电压，因此电压表读数不

变。 

11.下图所示电路中，已知 R1=10 Ω，R2=5Ω，a、b 两端的等效电阻 R为（    ）。 

A.5 Ω B.6 Ω 

C.20/3 Ω D.40/3 Ω 

 

【答案】B 

【解析】等效电阻从右向左计算。两个阻值为 5 Ω 的 R2电阻串联，相当于一个 10 Ω 的

电阻，这个电阻与 R1 并联，相当于一个 5 Ω 的电阻。这个 5 Ω 的电阻又和两个 R2电阻串联，

等效为一个 15 Ω 的电阻。它和 10 Ω 的 R1电阻并联，等效为
1 0 1 5

6
1 0 1 5


=

+
 Ω。 



   

 

12.下图电路的等效电阻为（    ）。 

A.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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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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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R
R R

R R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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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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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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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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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A   

【解析】R2 与 R3并联，再与 R1串联。 

13.下图所示电路中，输入电阻 Rab为（    ）。 

 

A.1 Ω B.5 Ω  

C.2 Ω D.3 Ω 

【答案】C 

【解析】化简图示电路，a、b 两点之间电路如下图所示。 



   

 

 

2 个 2 Ω 电阻并联，相当于一个 1 Ω 电阻，它再与 3 Ω 电阻串联，等效电阻为 4 Ω 电

阻。最后相当于两个 4 Ω 电阻并联，相当于 a、b 两个点的等效电阻为 2 Ω。 

14.设 RY 为对称 Y 形电路中的一个电阻，则与其等效的△形电路中的每个电阻等于

（    ）。 

A.RY B.3RY 

C.2RY D.4RY 

【答案】B 

【解析】对称电阻情况下，R△=3RY。 

15.在对称情况下，下列 RY 与 R△的关系正确的是（    ）。 

A.RY=3R△ B.RY=
1

3
R△ 

C.RY=R△ D.RY=
1

9
R△ 

【答案】B 

【解析】在对称情况下，RY=
1

3
R△。 

16.在△－Y 变换公式中，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分母为△形中三个电阻之差 

B.分子为△形中与之对应节点相连的电阻之积 

C.分母为△形中三个电阻之积 

D.分子为△形中与之对应节点相连的电阻之和 

【答案】B 

【解析】 1 2

4

1 2 3

R R
R

R R R
=

+ +
，即分子为△形中与之对应节点相连电阻之积。 



   

 

二、多选题 

1.关于 n个并联电阻的特征描述，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A.等效电阻 Req 的数值要大于所并联的任一电阻上的电流值 

B.并联电路端口总电流 i的数值要大于所并联的任一电阻上的电流值 

C.各电阻上所消耗的功率与各自的电阻值成反比 

D.各电阻中的电流大小与各自的电阻值成反比 

【答案】BCD 

【解析】等效电阻 Req 的数值要不一定大于所并联的任一电阻上的电流值。 

2.关于 n个并联电阻的特征描述，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A.各电阻中的电流大小与各自的电导值成正比 

B.各电阻上所消耗的功率与各自的电导值成反比 

C.等效电导 Geq的数值要小于所并联的任一电导值 

D.并联电路端口总电流 i的数值要小于所并联的任一电导上的电流值 

【答案】BCD 

【解析】考查知识点：电阻串并联。并联电阻时，各电阻上电流大小与电阻成反比，与

电导成正比。各并联电阻上电压相等，P=U2/R，电阻上消耗的功率与各自电阻成反比，与电

导成正比。等效电阻 Req 的数值要小于所并联任一电阻，等效电导 Geq 的数值要大于所并联

任一电阻值。并联电路端口总电流 i的数值是所并联电阻（导）上电流之和，要大于所并联

的任一电导上的电流值。 

三、判断题 

1.两电阻并联后的总电阻阻值比它们当中任何一个都小。（    ） 

A.正确 B.错误 

【答案】A 

【解析】两电阻并联后的总电阻阻值小于所并联的任一电阻阻值。 



   

 

第三章 电源 

一、单选题 

1.理想电压源的源电压为 U，短路电流为 IS，则其内阻为（    ）。  

A.0 B.∞ 

C.
S

U

I
 D. S

I

U
 

【答案】A 

【解析】理想电压源是实际电压源的一种抽象，它对外提供恒定电压，提供的电压在任

何时刻都与通过它的电流无关，其内阻为 0。 

2.理想电流源的源电流为 IS，开路电压为 U，则其内导为（    ）。 

A.0 B.∞ 

C.
S

U

I
 D. S

I

U
 

【答案】A 

【解析】理想电流源是实际电流源的一种抽象，它对外提供恒定电流，提供的电流在任

何时刻都与它两端所加的电压无关，其内阻为∞，内导为 0。 

3.实际电压源在供电时，它的端电压（    ）它的电动势。 

A.高于 B.低于 

C.等于 D.不确定 

【答案】B 

【解析】考查知识点：实际电压源。实际电压源是有内部损耗的，可以用一个理想电压

源元件与一个阻值较小的电阻（内阻）串联组合的模型来等效。内阻会分压，因此对外提供

的端电压低于它的电动势。 

4.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同极性、同方向的电压源才能并联 B.同极性、同数值的电压源才能串联 

C.同方向、同数值的电流源才能并联 D.同方向、同数值的电流源才能串联 

【答案】D 

【解析】电压源串联时，不受方向、大小的限制；电压源并联，必须满足各个电压源大



   

 

小相等、方向相同。电流源并联时，不受大小、方向的限制；电流源串联时，必须满足各个

电流源大小相等、方向相同，等效电流源电流为其中任意一个电流源电流。 

5.图示电路中，A 点的电位为（    ） 

A.2V B.－2V 

C.14V D.－14V 

 

【答案】A 

【解析】电流源与 2 Ω 电阻串联，电阻被视为多余原件，可以等效为这个电流源本身。

流过 4 Ω 电阻的电流为 2A，则这个电阻上的电势为 8V。6V 电压源的方向与电压降方向相

反，因此，A 点电位为 8−6=2V。 

6.求图示电路中电流 i=（    ）。 

A.1A B.−1A 

C.2A D.−2A 

 

【答案】B 

【解析】电压源与电流源串联，对外电路可以等效为这个电流源，电压源是多余元件。

3 Ω 电阻上流过电流为 2A，6 Ω 电阻上流过电流为 1A。电流方向与参考方向相反，因此电

流大小为－1A。 



   

 

二、多选题 

1.电源（    ）随（    ）变化的关系成为电源的外特性。 

A.端电压 B.端电流     

C.负载电流 D.负载电压 

【答案】AC 

【解析】电压源两端接上负载，负载两端电压即端电压。电源的外特性即电源端电压和

负载电流之间的伏安关系变化。 

2.常用受控源有（    ）这几种。 

A.VCVS B.VCCS 

C.CCVS D.CCCS 

【答案】ABCD   

【解析】常用受控源分为 4 类。可以按照其英文名称记忆，电压控制电压源（voltage－

controlled voltage source，简写为 VCVS），电流控制电压源（current－controlled voltage source，

缩写为 CCVS）、电压控制电流源（voltage－controlled current source，缩写为 VCCS）、电流

控制电流源（current－controlled current source，缩写为 CCCS）。 

3.实际电源有（    ）。 

A.电池 B.发电机 

C.信号源 D.变压器 

【答案】ABC 

【解析】电源分为独立电源和受控源。独立电源是二端电路元件，可以将非电磁能量（热

能、机械能、化学能、光能等）转化为电磁能量，并作为电路的激励信号（又称激励源）向

电路提供能量。电池、发电机、信号源都属于独立电源。变压器是改变电压的无源元件，本

身不产生功率，对于实际变压器，还会消耗功率。 

三、判断题 

1.几个电压源串联的等效电压等于所有电压源的电压绝对值之和。（    ） 

A.正确 B.错误 

【答案】B 

【解析】几个电压源串联，需要考虑电压源的方向，其等效电压等于所有电压源的电压



   

 

代数值之和。 

2.某元件与理想电压源并联，其等效关系为该理想电压源。（    ） 

A.正确 B.错误 

【答案】A 

【解析】等效电路是针对外电路而言的，电压源与元件并联，对外输出电压不变，因此

等效于该理想电压源。 

3.理想电压源输出的电流值恒定，输出的电压值由它本身和外电路共同决定。（    ） 

A.正确 B.错误 

【答案】B 

【解析】理想电压源对外提供恒定的电压，对外输出的电压由它本身决定，与外电路无

关。 

4.电压是电路中产生电流的根本原因，数值上等于电路中两点电位的差值。（    ） 

A.正确 B.错误 

【答案】A 

【解析】电压产生电场，电子在电场中产生定向的移动，形成电流。电压在数值上等于

电路中两点电位（电势）的差值。 

5.如果受控源所在电路没有独立源存在时，它仅仅是一个无源元件，而当它的控制量不

为零时，它相当于一个电源。（    ） 

A.正确 B.错误 

【答案】A 

【解析】受控源是一种非独立电源，它的电源数值大小受电路中某一个电流或电压控制，

当控制量为 0，受控输出也为 0。 

第四章 参考方向 

一、单选题 

1.电压电流的关联参考方向是指电压、电流（    ）一致。 

A.实际方向 B.参考方向 

C.电位降方向 D.电压升方 



   

 

【答案】B 

【解析】电压电流的关联参考方向是指电压、电流参考方向一致。该题还可以从电压、

电流的实际方向这一角度考查。出题陷阱：电位降的方向是电流的实际方向，与题意无关。

电压电流的关联参考方向与电压、电流的实际方向无关。 

2.当电路中电流的参考方向与电流的真实方向相反时，该电流（    ）。 

A.一定为正值 B.一定为负值 

C.不能肯定是正值或负值 D.有时是正值，有时是负值 

【答案】B 

考查知识点：电流的参考方向。 

【解析】假设的支路或元件上的电流方向称为电流的参考方向。当参考方向与电流方向

一致，电流为正，当参考方向与电流方向相反，电流为负。该题还可以从电压的参考方向，

电流、电压的实际方向这一角度考查。出题陷阱：实际计算过程中，电流值可正可负，这是

因为预先选择了参考方向。 

3.设电路的电压与电流参考方向如图所示，已知 U<0，I>0，则电压与电流的实际方向为

（    ）。 

 

A.a 点为高电位，电流由 a 至 b B.a 点为高电位，电流由 b 至 a 

C.b 点为高电位，电流由 a 至 b D.b 点为高电位，电流由 b 至 a 

【答案】C 

【解析】假设的支路或元件上的电流方向称为电流的参考方向。U<0，说明电压的实际

方向与参考方向相反，b 点为高电位而 a 点为低电位；I>0，说明电流的实际方向与参考方向

一致，电流由 a 流向 b。该题还可以从电压、电流的的参考方向与实际方向的关系这一角度

考查。 

4.图示电路中，正确的电压方程式是（    ）。 

A.U=US−R×I B.U=US+R×I 

C.U=−US−R×I D.U=−US+R×I 



   

 

 

【答案】B 

【解析】电压与电流为非关联参考方向，在电压与电流的表达式中使用负号。因此，端

口电压 U=US−R×(−I)=US+R×I。该题还可以从电压、电流的的参考方向与实际方向的关系这

一角度考查。出题陷阱：二端口的电压方向与电压方向一致，因此 C、D 错误；参考电流方

向与参考电压方向不一致，因此 A 错误。部分同学误选择 A，未能理解非关联参考方向的

意义。 

二、多选题 

1.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电压和电流的参考方向可以任意指定，参考方向可以根据需要随时改变 

B.电压 U和电流 I的参考方向相反，电流从“+”端流出，发出功率，此元件是电源 

C.电路中某点电位与参考点选择有关，两点之间电压与参考点选择无关 

D.元件电压和电流为关联参考方向时，U>0，I<0，元件实际吸收功率 

【答案】AD 

【解析】电压与电流的参考方向一旦选定，就不能随意更改。对于电源本身来说，电流

是从低电位流向高电位，电压与电流参考方向相反，发出功率。电路中某点电位与参考点选

择有关，两点之间电压即电位之差，与参考点选择无关。元件电压和电流为关联参考方向时，

U>0，I<0，P=UI<0，则元件发出功率。 

出题陷阱：对于电压源本身来说，电流是从低电位流向高电位，电压与电流参考方向相

反，发出功率。 

2.某电路中的一条支路如图所示，电压 U和电流 I的方向已标注在图中，且 I=−1 A，则

图中对于该支路的描述错误的是（    ）。 



   

 

 

A.U、I为关联方向，电流 I的实际方向是自 A 流向 B 

B.U、I为关联方向，电流 I的实际方向是自 B 流向 A 

C.U、I为非关联方向，电流 I的实际方向是自 A 流向 B 

D.U、I为非关联方向，电流 I的实际方向是自 B 流向 I 

【答案】ABD 

【解析】电路图中标注的电流方向即电流的参考方向。电压参考方向与电流参考方向不

一致，为非关联参考方向；I=−1A，说明电流的参考方向与实际方向相反，电流 I 的实际方

向是从 A 流向 B。 

出题陷阱：部分同学选择 A，未能理解电流的参考方向即图中所标注的方向。 

三、判断题 

1.电流由元件的低电位端流向高电位端的参考方向称为关联方向。（    ） 

A.正确 B.错误 

【答案】B 

【解析】关联方向指的是电流的参考方向与电压的参考方向一致。电压的参考方向既可

能是从低电位端向高电位端的，也可能是由低电位端指向高电位端的，题意不一定是关联方

向。 

2.电路分析中一个电流得负值，说明它小于零。（    ） 

A.正确 B.错误 

【答案】B 

【解析】电流为负说明电流的实际方向与参考方向相反，并不是说它小于零。该题还可

以从电压角度出题。如：电路分析中一个电压得负值，说明它小于零。出题陷阱：许多物理

量的正负与方向有关，如气压、温度等，负值并不是表示它小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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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习惯上把负电荷运动方向规定为电流的方向。（    ） 

A.正确 B.错误 

【答案】B 

【解析】正电荷的运动方向规定为电流的实际方向。 

出题陷阱：同学们在初中学习过金属导体中带负电的自由电子定向运动形成了电流，而

电流运动方向与负电子运动方向相反。 

4.电动势的方向是从高电位指向低电位，即电压降的方向。（    ） 

A.正确 B.错误 

【答案】B 

【解析】电压的正方向规定为由高电位指向低电位，即电位降的方向。电动势的正方向

规定为由低电位指向高电位，即电位升的方向。该题还可以从电压的方向这一角度出题。如

电压的方向是从高电位指向低电位，即电压降的方向，这一表述是正确的。出题陷阱：部分

同学只记住了电压的方向从高电位指向低电位。而电动势的方向为从电源的负极经过电源内

部指向电源正极，即电压升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