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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电工电子技术”是高等院校非电类工程专业的技术基础课程，其中实验教

学是重要组成部分。本教材根据国家教育部高等院校电子电气基础课程教学指导

委员会《电工学教学基本要求》的实验教学方面的有关规定，结合各院校、各个

专业的教学要求与特点，特编制了本实验任务书。 
以往的“电工电子技术”课程实验指导书主要以实验指导为宗旨，虽然它

在提高学生实验技能、完成实验任务等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通过多年的

教学实践发现，单纯的实验指导书已经不能全面满足当今高等教育对实验教学

的要求，因此，我们以提高学生的实验技能为目的，以提高教学质量为宗旨，

改变传统实验教学指导形式，设计出了全新的电工学实验教材——电工电子技术

实验任务书。 
本实验任务书的主要特点是将实验预习、实验指导、实验考核和实验报告等

整个实验过程融为一体，是一种全新理念、全新架构的新式实验教材。通过十多

年的教学实践证明，本教材可以提高学生对实验课程的重视程度，使学生认真对

待每个实验环节，真正达到提高实验效果的目的。其中实验考核形式具有考核实

验的全面性、规范性、可操作性以及一定的公正性。虽然实验任务书表面上增加

了一些环节，似乎增加了学生的负担，但因减少了以往大量的重复抄写等环节，

提高了学习效率，提升了实验效果。 
结合高等院校各专业设置情况，并考虑到教学条件和教学要求的差异，实验

任务书中的实验项目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电工技术（共五个实验），另一部分是

电子技术（共五个实验）。各院校可根据各自专业大纲要求，按照实验学时选定相

应的实验项目。 
本书由辛永哲（北华大学）、郭淑清（北华大学）担任主编，汪兴（北华大学）、

全恒光（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车长今（北华大学）担任副主编。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编写时间仓促，书中不妥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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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验预习 

实验能否进行得顺利，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预习是否充

分，效果是否良好。每次实验前，学生应按任务书的预习要求，充分准备，否则

实验将事倍功半，而且有损坏仪器设备或发生人身事故的危险。为了确保预习效

果，每次实验前指导教师将对学生的预习情况进行口头或书面检查。凡没有达到

预习要求的学生暂不能参加或停止本次实验。 
预习要求： 
（1） 明确实验要达到的目的，掌握实验的基本原理。 
（2） 了解实验仪器设备的使用方法以及注意事项等，特别要警惕易损仪器设

备的使用方法。 
（3） 认真解读实验电路，预先考虑如何正确无误地完成接线。虽然电路接线

无定式，但每个电路都有其规律和特点。要勇于探索，善于总结，使接线能力迅

速提高。 
（4） 应预知本次实验测量数据的大致范围，哪些是需要测定的数据和哪些是

间接计算得到的数据，以及计算公式。应预先考虑实验结果的规律性和及时判断

测量数据是否正确。 
（5） 根据实验的要求，或预先设计具体的实验电路，或根据实验给出的参数，

预先选择好仪器设备的量程和额定值。 
（6） 按实验预习要求的内容逐项认真填写（其中包括预先完成的计算数据，

供实验参考）。 

二、实验操作 

1.  实验人员的工作分配 
为了达到良好的实验效果，每个实验小组人数一般不超过 2 人。同组人员要

合理分工和协调配合，以养成良好的实验习惯。实验过程中的连接电路、检查电

路、读取数据、记录数据等实验操作工作，尽量由组员轮流担任，以使每一位学

生都有全面训练、实践的机会。遇到复杂电路时，可由组员分别负责连接其中的

一部分，然后对调检查。 
2.  电路的连接 
为了能在规定的时间内顺利完成实验的全部任务和掌握正确的接线习惯，还

应掌握连接电路的正确方法和接线技巧。 
电路的连接可按下列原则和顺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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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连接电路前，要事先掌握仪器、仪表的使用方法和连接方法，明确各段

线路中应该连接的电器、仪表等。 
（2） 合理安排电器、仪表的位置，既整齐美观、易于连接，又操作简单、读

数方便以及安全，同时还使操作者在操作时能够观察到各种仪表的反应情况。        
（3） 一定要培养严格按电路图连接电路和检查电路的习惯。 
（4） 电路连接应尽量简单、整齐，尽量达到几乎不用动手就能检查整个电路。

这样在必要时，也为使用仪表检查电路提供方便。 
（5） 先连接主电路，例如连接单相电路时，先从电源的一端出发，顺次下去，

最后回到电源的另一端，把主要的串联电路连接成闭合回路。其次连接各并联回

路，如伏特计和瓦特计的电压线圈等。检查电路时也应按这样顺序进行。 
（6） 主电路和电流大的电路用粗导线连接。 
（7） 电路的走线位置要合理，导线的粗细长短要合适。导线太长，会使电路

不清楚，检查不方便；导线太短会使仪器彼此牵扯，导线容易被拉脱而与其他接

线头碰接引起事故。接线柱要接触良好并避免连接三根以上导线，可将其中一些

导线分散到同电位的其他接线柱上。 
（8） 接线完毕后，要养成自检的习惯，自检无误后，请指导老师复查，经允

许方可接通电源。 
（9） 实验结束后的接线练习，如需通电也要经指导教师检查通过。 
3.  观察现象，测定数据 
（1） 电路接电源前，应检查各仪表指针是否在应有的位置上（如零位），否则

应加以调整，以免在测量时发生误差。 
（2） 电路在接通电源后，不要马上测量数据，而应首先将实验过程操作一遍，

观察现象的全部变化情况以及各仪表读数的变化范围，然后逐项进行实验，记录

数据。 
（3） 测量某一组数据时，应尽可能在同一瞬间读取各仪表的数据，以免由于

电源电压等参数变化而引起误差。 
（4） 读取数据时应力求准确，但也没必要花费过多时间用于测量数据；虽然

测量数据固然重要，但在实验过程中观察和理解所发生的现象也同样重要，并且

熟悉电器、电动机、电气线路的基本结构和掌握它们工作原理以及使用方法，否

则达不到实验的目的。 
（5） 完成数据测量后，先自行判断数据是否正确（如与预习的计算结果进行

比较），并请指导教师审核。然后方可更改或拆除线路，以免因数据错误，重新接

线，花费不必要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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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全及注意事项 

1.  人身安全 
电工实验所需电压超过安全电压范围，操作不当容易造成人身伤害，甚至生

命危险。所以每个学生都要加强安全意识，安全意识要贯穿整个实验过程。 
（1） 不允许用手接触任何没有绝缘的带电导体及接线柱。连接电路或改接电

路时必须先断开电源。 
（2） 接通电源需经指导教师允许，并应提醒全组人员注意。 
（3） 在做电动机类旋转设备实验时，要防止身体碰到电动机的旋转部分，并

防止围巾、衣角以及长头发被电动机的转轴卷绞住。 
（4） 断开电源后，电动机尚在减速转动时，不要用手或脚去制动电动机。 
（5） 特别提示：学生在测量数据时往往安全意识松懈，大部分伤害发生于这

个过程。 
2.  设备安全 
实验室中的所有设备都是国家财产，应加以爱护。 
（1） 电表是精密的仪器，要轻拿轻放。使用时，应先选择适当的量程，如事

先不能确定被测量的数值范围，则先选用较大的量程。电器、电动机等都要根据

其铭牌上的数据来使用。 
（2） 必须经指导教师检查，才能接通电源。电路改接后必须经指导教师检查。 
（3） 闭合电源开关时，应迅速果断，此时不要注意开关，而应注意各仪表、

电器及电动机的指示（显示）和动作情况。 
（4） 实验过程中调节电路某一元件参数时，不要只留心某个仪表的读数，要

同时留心所有仪表的读数和电器、电动机的运转是否正常。 
（5） 在整个实验过程中，要随时注意有无异常现象，例如电动机转速过高，

转动时声音不正常或冒火花，电路中电流过大，电器和电动机过热，有无绝缘材

料烧焦的气味等。如发现不正常的现象以及发生烧断熔断丝等故障时，不要惊慌

失措，应立即拉开电源开关，请指导教师检查处理。 
（6） 特别提示：电工仪器、仪表的损坏都在瞬间发生，所以，一定要连接正

确，量程适当。特别是在使用电流表和功率表时，要倍加小心。 
3.  安全责任 
由于学生违反以上规定和要求造成的一切人身安全事故由学生自己负责，损

坏设备仪器要照价赔偿。 
总之，实验中应认真细致，不要大声喧哗和嬉耍，实验室要保持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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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验报告 

实验报告是对整个实验过程的全面总结，它是教师考核学生实验成绩的主要

依据。实验报告的书写要求字迹工整、语言通顺、图表清晰、计算准确、分析合

理、讨论深入。 
（1） 除实验数据与同组人员相同以外，每位同学的实验计算、讨论和结论部

分都应避免雷同。 
（2） 实验报告内容按每项要求逐一填写。 

五、成绩评定 

实验成绩评定由三部分构成：预习部分成绩由指导教师根据学生完成预习内

容质量，在实验前给出；实验过程成绩（包括电路接线、数据采集、故障处理能

力、实验态度等）由指导教师或任课教师根据学生完成实验具体情况，在实验过

程中或实验结束后现场给出；实验报告成绩由任课教师根据学生完成实验报告的

质量，在实验结束后给出。 
特别提示：实验成绩是学生课程总成绩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导教师与任课教

师一定要认真对待，要尽职尽责，全面、规范、公正地评定各部分成绩。 
 
 
学生在做实验之前必须阅读以上实验要求和注意事项，并签字证明。 
 
 
 

学生签字： 
 

年    月    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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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实 验 项 目 

 
此部分共设定了十个实验项目。每个实验都含有预习要求、实验指导、

实验报告、实验考核等内容。学生与指导教师共同按要求完成实验任务，

提高实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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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一 
 

叠加原理和戴维南定理 

一、实验目的 

（1） 验证并加深理解叠加原理和戴维南定理。 
（2） 学习测量等效电动势和等效内阻的方法。 
（3） 正确使用数字万用表和直流稳压电源。 
（4） 提高接线能力。 

二、实验原理 

1.  叠加原理 
线性电路中，任一支路中的电流（或电压）等于电路中各个电源分别单独作

用时在该支路产生的电流（或电压）的代数和。在应用叠加原理时，不能改变原

电路结构。去掉不作用的理想电压源的方法是将其短路。 
2.  戴维南定理 
任何一个有源二端线性网络都可以用一个电动势E和内阻R0串联的等效电压

源来代替，如图 2 − 1 所示。等效电压源的电动势等于有源二端线性网络的开路电

压 U0，等效电压源的等效电阻 R0 等于有源二端网络中去掉所有电源（将各个理

想电压源短路，理想电流源开路）后所得到的无源二端网络的等效电阻。  

 
图 2 − 1  戴维南定理 

有源二端线性网络的开路电压 U0 和等效电阻 R0，可以通过实验的方法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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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万用表的电压挡和电阻挡分别直接测出。 

三、实验仪器和设备 

（1） 实验电路板 自制 1 块 
（2） 直流稳压电源 WVJ − 2 1 台 
（3） 数字万用表 DT − 830 1 块 

四、实验电路  

叠加原理和戴维南定理实验电路如图 2 − 2 所示。 

 
图 2 − 2  叠加原理和戴维南定理实验电路 

提示： 
（1） 在实验电路板上用插接线简单连接后才能获得此实验电路。 
（2） 图 2 − 2 中的圆孔表示电流测量插孔，将电流表表笔插入电流插孔，就可

测得该支路电流大小。 
（3） 图 2 − 2 中 S1 和 S2 表示双掷开关，它可以投掷到左侧或右侧。当开关

投向电源侧，就是电路与电源连通；当开关投向短路侧就是将电源去掉（电压

源短路）。 

五、实验内容及步骤 

1.  叠加原理 
（1） 检查直流稳压电源是否已经通过插销连接到交流 220 V 电源上（连接工

作由实验指导教师完成），并打开直流稳压电源的电源开关（此时电源指示灯发出

红光）。首先调节电压挡位旋钮选择电压区间，然后缓慢调节电压微调旋钮，使第

一路输出端电压 E1 = 18 V，第二路输出端电压 E2 = 10 V，这些数据须用数字万用

表直流电压挡测定，然后关闭稳压电源待用。 
（2） 按实验电路图 2 − 2 完成接线。经指导教师检查无误后接通稳压电源（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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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时要特别注意电源方向）。 
（3） 分别测量下列三种情况下电阻 R1、R2、R3 上的两端电压和 R3 中的电流，

并将数据填入表 2 − 1 中。 
①  电源 E1、E2 同时作用于电路（S1—“左”，S2—“右”）。 
②  电源 E1 单独作用于电路（S1、S2—“左”）。 
③  电源 E2 单独作用于电路（S1、S2—“右”）。 

表 2 − 1 实验数据 

数据 实  测  值 计  算  值  

项目 UR1/V UR2/V UR3/V IR3/mA UR1/V UR2/V UR3/V IR3/mA

E1、E2同时作用         

E1单独作用         

E2单独作用         

 
提示：为便于观察电压和电流的叠加效果，建议按列测量数据。 
（4） 关断稳压电源，拆线，用数字万用表的欧姆挡测量各电阻的数值，并标记

在图 2 − 2 中各电阻相应位置，核对板上各电阻元件的标称值是否与实测值相符。 
2.  戴维南定理 
（1） 电路接线如图 2 − 2 所示，E1 和 E2 均不变。 
（2） 测出 E1 和 E2 同作用时的 I3 值。 
（3） 测出等效电动势 E：将 R3 断开，E1 和 E2 同时作用，测出 A、B 两点的

开路电压 U0（应测量电源侧电压），即 E = U0。 
（4） 测出等效电源内阻 R0：将 R3 断开，同时去掉 E1 和 E2 的作用（S1、S2 同

时短接，即 S1—右、S2—左），测出 A、B 两点间的等效电阻，即 R0。 
（5） 将上述测量值填入表 2 − 2 中。 

表 2 − 2 实验数据 

实测值 E = R0 =      Ω 

计算值 E = R0 =      Ω 

E1和 E2同时作用测得 I3值 3I 测 =      mΑ 

用戴维南定理计算出 I3值 3I 计 =      m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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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预习要求 

（1） 复习叠加原理和戴维南定理，简述它们的基本要点。 
 
 
 
 
 
 
（2） 根据实验电路所给参数，用叠加原理计算表 2 − 1 所要求的电压和电流，

将计算值填入表 2 − 1 中。 
 
 
 
 
 
 
（3） 用戴维南定理计算表 2 − 2 中的等效电动势 E、等效内阻 R0及 R3支路电

流 I3，将计算值填入表 2 − 2 中。 
 
 
 
 
 
 
（4） 本实验要用数字万用表的哪些挡位？量程应选择多少？（参阅第三部分

数字万用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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