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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所有答案及必须写在答题纸上，写在试卷或草稿纸上无效。 

一、选择题 (每小题 3分，共 36分) 

1、在电路分析中，集总假设条件：（其中 λ：波长；f：频率；L：电路

尺寸）。 

A、 λ << L        B、f >> 50MHz      C、λ >> L     D、f << 50MHz  

2、在只含线性时不变电阻的电路分析中，叠加定理      。 

A、不成立     B、成立     C、只有激励源是直流时，才成立    

D、只有激励源是正弦信号时，才成立  

3、电感上的电流电压关系，以下哪一个是不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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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图示电路，求受控源吸收的功率？ 

A：1W         B：-1W           

C：2W         D：-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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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图电路，端口的等效电阻是： 

A、12Ω 

B、6Ω 

C、3Ω 

D、7Ω 

6、如图电路，电压 u2是多少？ 

A、2V 

B、3V 

C、4V 

D、6V 

7、如图电路，问受控源的功率是： 

A、2W 

B、-2W 

C、0W 

D、4W 

8、如图电路，负载 RL能够获得的最大功率是： 

A、1W 

B、1.5W 

C、2W 

D、2.5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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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如图电路，求 u1是多少？ 

A、1V 

B、2V 

C、3V 

D、4V 

10、如图一阶电路，开关导通前电路稳定，当 t = 0时，开关导通，求

uc(t)，t ≥ 0。 

A、 V)1(2 5.0 te--  

B、 V)1(6 5.0 te--  

C、 V)1(2 2te--     

D、 V)1(6 2te--  

11、如图电路，当 t ≤ 0电路稳定，当 t = 0开关断开，求 u(t)。t ≥ 0 

A、 A3 10te-  

B、 A10 10te-  

C、 A3 1.0 te-    D、 A10 1.0 te-  

12、如图正弦稳态电路，求 iL(t)。 

A、 A)902cos(28 °-t  

B、 A)902cos(28 °+t  

C、 A)902cos(24 °-t  

D、 A)902cos(24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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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计算题（共 5小题，1、2、5每题 12分，3、4每题 14分） 

1、如图电路，列出网孔方程，并求网孔电流 i1、i2。 

 

 

 

 

 

2、列写图示电路的结点方程，并求结点电压 u1、u2、u3。 

 

 

 

 

 

3、应用戴维南定理计算出单口网络 NS的端口等效电阻 RO ,开路电压 

uoc 、和负载电阻 RL获得的最大功率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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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图所示电路，当 t ≤ 0, 电路处于稳定状态，当 t = 0, 开关断开， 

求电压电容上电压 uc(t)。 

 

 

 

5、如图正弦稳态电路相量模型，请列出其结（节）点方程，并计算结

点电压 1

·

U 和 2

·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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