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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前言
一年一度的对口升学考试牵动着数万考生、教师和家长的心，能在复习迎考期间拥有权威性、

导向性、实用性的精品资料是每个考生最大的心愿。
《单招零距离》丛书一直本着“为了一切考生、为了考生一切”的宗旨，本着“与时俱进、精益求

精”的理念。丛书编委会在广泛听取各方面专家意见的基础上，认真研究最新考纲的走向，集众家
之长，及时组织省内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一线骨干名师对丛书进行改版编写。这些参编人员中有新
考纲、新教材的编写者，有参加对口高考命题的名师，以及省中心教研组成员。其所编写资料权威
性、导向性、实用性不言而喻。

本系列丛书在编写修订中突出下列特色:
精益求精 专家倾力打造，彰显最新命题动态
权威预测 各科试题与单招考题常有惊人吻合
覆盖面广 12 个单招专业，讲练测全面有机融合
实用性强 三轮复习，循序渐进，纵横梳理，直击考点

※一轮《总复习方案》( 书) 、《总复习方案配套测试卷》( 活页试卷)
亮点一: 权威性———教研专家与一线名师联袂打造，洞观考纲最新变化，精心编著，成为业

界公认的品牌畅销复习用书。
亮点二:实用性———依纲扣本; 突出重点，梳理考点，精析难点; 同步配套试卷出新求变，多

层面检测复习效果;
亮点三:导向性———贴近对口高考，适时应变，引领命题最新动态。

※二轮《专题点拨与强化训练》
亮点一: 精选专题，直击考点，强化训练，合点成面;
亮点二:提纲挈领，精解精析，强化训练，提高能力。

※三轮专家预测冲刺金卷
亮点一:汇资深专家之精华，集名校备考之秘笈;
亮点二: 精研考试信息动态，体现命题最新趋势;
亮点三:与单招真题高度吻合。

本系列丛书包含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十多门学科的一、二、三轮复习用( 书) ( 卷) 。其中
本册《总复习方案·电子电工专业综合》依托最新考纲，紧扣国家审定教材，编写内容结构合理，
讲、学、练、测全面有机融合，题型、题量科学适当，更能满足广大师生复习迎考的需求。
《单招零距离》系列丛书多年来得到各方面专家的肯定和关心支持，现已成为广大职教师生有

口皆碑的对口升学教辅第一品牌。"临风斩浪腾云去，欲上天宫揽玉钩"。求学途上苦苦求索的莘
莘学子，愿《单招零距离》助您走向渴望的高校殿堂。

《单招零距离》编委会
www． wfjyts．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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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电 工 基 础

第 1 讲 电路的基本概念

1. 了解电路的组成及其作用以及电路的几种工作状态。
2. 理解电路和电流的概念及其单位。
3. 掌握电流的方向及其意义。
4. 熟练掌握部分电路欧姆定律。
5. 理解电功和电功率的概念，掌握电功、电功率和焦耳定律的计算。
6. 理解电阻的概念和电阻与温度的关系，熟练掌握电阻定律。
7. 了解电气设备额定值的意义。

1. 电路
( 1) 电 路 由电源、用电器、导线和开关等器件所组成的闭合回路，即电流流过的路径。

注 意: ①电路就是指闭合回路。
②通常所说的“电路”仅是闭合电路的一部分。

( 2) 电路的状态 电路有三种状态，它们是:
通路( 闭路) 、开路( 断路) 、短路( 捷路)

( 3) 电路图
-电路图: 用规定的符号表示电路连接情况的图。
常用图形符号:如图 1-1-1 所示。

图 1-1-1

2. 电流
电流既是一种物理现象，又是一个描述电流强弱的物理量。
( 1) 电流的形成
作为一种现象: 电流就是电荷的定向移动。
①注意:“定向”
②方向 正电荷的定向移动方向。( 人为规定的)
③产生电流的条件:
从微观看:自由电荷和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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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看:导体和持续的电压或电源
( 2) 电流 ( 电流强度)
作为描述电流强弱的物理量，电流就是单位时间通过导体横截面的电荷量( 即通常所说的电

流强度)

I = q
t

①单位: 电流———安培 A、毫安 mA、微安 μA;
电量———库仑 C;
时间———秒 s。

②物理意义:描述电流强弱的物理量，其数值等于单位时间通过导体横截面的电荷量的多少。
③标 量:虽有方向，但非矢量，不可进行矢量迭加。
( 3) 电流的分类
直流电: 方向不变的电流。
稳恒电流: 大小和方向都保持不变的电流，是直流电的一种。
交流电: 大小和方向都随时间作周期性变化的电流。
正弦交流电: 大小和方向随时间按正弦或余弦规律变化的电流。
3. 电阻
( 1) 电阻 导体对电流的阻碍作用。
( 2) 电阻的产生 作定向移动的自由电荷与导体中的其他微粒碰撞而产生电阻。

( 3) 电阻定律 R = ρ L
S

单位: R———电阻( 欧姆)
L———长度( 米)
S———横截面积( m2 )
ρ——— 导体的电阻率( 欧姆·米) ，由导体的材料决定，还与温度有关，但与导体的形

状无关
意义:说明导体电阻的大小与导体的长度成正比，与导体的横截面积成反比。
( 4) 与温度的关系
①金属导体 温度升高，电阻变大。
例如: 用万用表测量白炽灯的电阻，其值很小，而根椐其额定值算出的电阻会很大，这就是温

度越高，电阻越大的缘故。
理解:温度升高会导致物质内部与导电性能有关的两方面的因素发生变化: 一方面随着温度

的升高，物质内部的自由电荷的数目增加，另一方面随着温度的升高，物质内部各种粒子的无规则
热运动加剧，与自由电荷碰撞的几率将增加，前者会导致物体电阻变小，后者将导致电阻增大。由
于金属导体的自由电荷即自由电子数目基本饱和，所以前者的影响较小。故随着温度的升高，金
属导体的电阻将增大。

②半导体 温度升高，电阻变小。
例如:半导体元件在工作中，温度升高→电阻变小→电流变大→温度升高→电阻变小→电流

变大→……→烧毁
理解:温度升高，自由电荷的数目和其他微粒与自由电荷的碰撞几率都大，但前者占主导作

用，故温度升高，电阻变小。
③温度系数α:描述电阻随温度变化大小的物理量，温度每升高 1 ℃对应的电阻的相对变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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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 = R1［1 + α( t2 － t1) ］
④超导现象:在极低的温度下，某些金属或合金的电阻突然变为零的现象。
4. 部分电路欧姆定律

( 1) 部分电路定律 I = U
R

①意义: 电流强度与导体两端的电压成正比，与导体的电阻成反比。
②注意:
a．三者的因果关系不能混淆。
R = U /I仅为我们提供一个测量和计算电阻大小的方法，不能说明电阻的大小取决于什么。

b．适用条件:金属导体和电解液( 线性电阻) ，不适用于非线性电阻。( 严格遵守欧姆定律的电
阻为线性电阻)

( 2) 电阻的伏安特性曲线 以电压为横坐标，以电流为纵坐标所画出的 U- I关系曲线。
①线性电阻 为直线，如图 1-1-2 所示，严格遵守欧姆定律。
②非线性电阻 为曲线。

图 1-1-2

③注意
a．斜率的含义: 电阻的倒数，即电导。
b．通常所说的电阻都是线性电阻。
5. 电能和电功率
( 1) 电能:导体中电场力推动电荷定向移动形成电流做功所消耗的能量。

W = UIt
单位:焦耳、千瓦时( 度)
千瓦时的意义: 1 千瓦的用电器在 1 个小时时间内所耗的电能。

1kWh =3． 6 × 106J
测量: 用电度表
( 2) 电功率:电场力推动电荷定向移动做功的功率。

P = U I = I2 R = U2 /R
①注意:
P = U I———适用于任何电路。

对一定电器而言，电功率的大小与用电器两端的电压和用电器中所过的电流
成正比。

P = I2R———仅适用于纯电阻电路。
电功率的大小与对应电路中所通过的电流的平方成正比，与电路的电阻成正比。

P = U2 /R———仅适用于纯电阻电路
电功率的大小与相应电路两端的电压的平方成正比，与相应电路的电阻成反比。

②额定功率:额定状态下的功率，即额定电压下对应的功率。
③焦耳定律 电流通过导体所产生的热量，与导体中所通过的电流的平方成正比，与导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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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阻成正比。
Q = I2 R t Q单位为焦耳，适用于任何电路，I为电阻中通过的电流。
= K I2 R t K = 0． 24 Q的单位为卡，适用于任何电路。
Q = UIt 仅适用于纯电阻电路。
Q = ( U2 / R) t适用于纯电阻电路，U为电阻 R两端的电压。

这一节的内容不多，所遇到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额定值类问题
额定值是电器在额定工作状态下对应的工作参数，而其他状态下的电路参数，与额定值有区

别，也有联系。关于这个问题，应注意两点。
第一点，电路的工作状态发生变化后，电器的电流、电压、功率等参数都将发生变化。在这一

类问题中，给出的已知数据一般都很多，其中有额定值，也有特定值，我们要冷静对待各数据，不可
混淆，不能只知道找数据、代公式。代入一表达式计算的数据必须是同一电路状态下的数据，不能
将不同状态下的数据同时代入同一个表达式。

第二点，电路状态发生变化时，电器的电阻一般也会发生改变，即使是线性电阻，由于电压电
流的变化，也会导致温度发生改变，从而影响到电阻。但在我们现阶段所遇到的问题中，若没有特
殊说明，我们一般不考虑电器电阻的变化，即电路的工作状态发生改变时，电器的电阻保持不变，
这正是我们联系不同工作状态的纽带。
【例 1】 “220V，40W”的白炽灯，接在 100V电路中损耗的功率为多少?
解:这里有三个已知条件，分属于两个电路状态，一个是额定状态，电压为 220V，另一个是现在

的实际工作状态，电压为 110V。联系这两个状态的是灯泡的电阻，它保持不变。

根据表达式 P = U2

R 可知
Pn

P =
U2

n

U2

得 P = U2

U2
n
Pn =

1102

2202 × 40 = 10( W)

2. 温度系数类问题
温度系数实际上是一个变量，不同的状态下同种材料的温度系数是不同的，但它随温度变化

的幅度很小，在这个小范围内，我们近似认为温度系数是定值，这也是我们现阶段解决这一类问题
的基础。注意，我们只是在小温度范围内解决问题，所解决的导体的电阻变化值应很小。大范围
温度变化对应的电阻变化，已超出我们现阶段的能力范围。
【例 2】 100 米长的铜线，线芯截面积为 2． 5 平方毫米，求其 20℃和 80℃时的电阻分别为多

少? ( 20℃下，铜的 ρ = 1． 7 × 10-8Ω·m，α = 4． 1 × 10-3 /℃ )
解: 20℃时的电阻

R1 = ρ
L
S = 1． 7 × 10-8 × 100

2． 5 × 10-6 = 0． 68( Ω)

80℃时的电阻
R2 = R1［1-α( t2- t1) ］= 0． 68 ×［1 + 4． 1 × 10-3 × ( 80-20) ］= 0． 85( Ω)

3. 电功与电热类问题
此类问题的关键在于区分电功和电热这两个概念。一般说来，电热只是电阻类电器上所损耗

的电能，大多数电器中，电功大于电热，只有纯电阻电器，电功才和电热相等。至于各表达式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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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注意点，我们在知识要点中已有明确说明，这里特别要提醒的是，要注意表达式中各量之间的
对应关系。
【例 3】 一电动机，额定电压为 16V，内阻为 1Ω，工作时所通过的电流为 2A，问电机工作 1 分

钟，共从电源吸取多少能量? 其中有多少转化成了机械能?
解:此题的关键是正确理解题意并建立电路模型的问题。所建立的模型，如图 1-1-3 所示。

图 1-1-3

电机内部发热损耗的能量:
Q = I2 Rt = 22 × 1 × 60 = 240( J)

电路所耗的总能量:
W' = IUt = 2 × 16 × 60 = 1920( J)

图 1-1-3 中理想电池上所耗的能量为转化为机械能的电能:
W' = W-Q = 1920-240 = 1680( J)

第 2 题图

1．电路中电流最大的状态是 。
2．电阻中的电流强度随两端电压变化情况如图所示，其中 a 是 R1

的图像，b是 R2 的图像，则 R1 R2。
3．有一根阻值为 1Ω 的电阻丝，将它均匀地拉长 3 倍，拉长后电阻
丝的阻值为 Ω。

4．一 16欧的电阻丝，现将其拉伸两倍，并先后接入一定电压的电路
中，则拉伸前与位伸后电阻丝中所通过的电流之比为 。

5．长 100 米，截面为 1mm2 的铜导线( ρ = 0． 0175Ω·mm2 /m，t = 20℃ ; α = 0． 004 /℃ ) 在 120℃时
的电阻为多少欧?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电子电工专业综合 单招零距离 状元路路通

6

6．一电动机，其额定工作电压为 12V，额定工作电流为 2A，已知该电机的线圈电阻为 1Ω，则在一
分钟内该电机转化为机械能的电能为多少焦耳?

7．一只“12V，12W”的灯泡，接在 6V的电路中，通过灯丝的实际电流为多少安培?

8. 一电阻，标称值为“1W，100Ω”，则该电阻所能承受的额定电压为多少伏? 若将它接在 6V 的
电压下，则该电阻损耗的功率为多少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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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一电阻丝，阻值为 10Ω，现将其对折后，再拉长三倍，求此时电阻丝的电阻为多少?

10. 将“220V，100W”和“110V，50W”的两只灯泡，分别接在 55V的电路中，它们发光的功率之比
为多少?

11. 一电解槽，两极间的电阻为 0． 1Ω，若在两极间加 25V 的电压，通过电解槽的电流为 10A，问
一分钟内，电解槽共从电路吸收多少电能? 其中转化为热能的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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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讲 简单直流电路

1. 理解电动势、电位、电压的概念及其单位，熟练掌握电动势、电流、电压的参考方向( 正方向)
和数值正负的意义及在电路计算中的应用。

2. 熟练掌握闭合电路欧姆定律。
3. 掌握各种工作状态下电路中的电流、电压和功率的计算。
4. 熟练掌握电阻串、并联的特点和作用，掌握简单混联电路的分析和计算。
5. 掌握电路中各点电位及两点间电压的分析和计算，并掌握其测量方法。
6. 了解电阻的两种测量方法( 伏安法和惠斯通电桥法) 。

1. 电动势 闭合电路欧姆定律
( 1) 电动势
①电源的工作状态
电源处于不同的工作状态，其内部自由电荷的受力状态也不一样。在电源内部，自由电荷受

两个力作用。一个是电源内部化学作用或电磁作用产生的非静电力，这个力作用在正电荷上，将
正电荷由电源的负极移向正极( 也作用于负电荷上，将负电荷由电源的正极移至负极) 。还有一个
力是由于正负极上电荷积累所致的静电力，这个力与非静电力的作用方向相反，阻碍非静电力移
送电荷。

电源断路:非静电力与静电力大小相等，自由电荷处于动态平衡状态。
电源通路:非静电力大于静电力，正电荷由电源的负极经电源的内部向电源的正极作定向移

动形成电流。
电源充电:非静电力小于静电力，正电荷由电源的正极经电源的内部向电源的负极作定向移

动并形成充电电流。
②电动势 非静电力移动电荷所做的功与所移送的电荷电量的比值。

E = W
q

①单位: 1J /C = 1V
②物理意义:描述非静电力将其他形式能量转化为电能的本领大小的物理量，其数值等

于将单位正电荷由电源正极移至电源负极非静电力所做的功。
( 2) 闭合电路欧姆定律 闭合电路电流的大小与电动势成正比，与电路的总电阻成反比。

I = E
R + r

内、外电压: E = I R + I r = U外 + U内
即电动势等于内电压和外电压之和。
( 3) 端电压的变化
端电压:即路端电压，也就是闭合电路的外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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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与负载电阻的关系:

U = R
R + r E

图 1-2-1

U-I曲线如图 1-2-1 所示，请你比较图中 1、2、3 三条曲线对应的三个电源的电动势和内电阻的
大小。

②与负载电流的关系( 电源的外特性) :其关系曲线如图 1-2-2 所示。
I = E-Ir

图 1-2-2

试比较图中 1 和 2 对应电源的电动势和内电阻的大小。
( 4) 电源的输出功率
电源的输出功率随负载电阻变化的规律如图 1-2-3 所示。

图 1-2-3

最大输出功率:
条件: R = r

大小: Pm = E2

4 r
意义:实现阻抗匹配。不过注意，实现阻抗匹配时，电源的输出功率最大，负载上损耗功率最

大，但电源总功率不是最大，电源的效率也很低，只有 50%。
一般电源的工作点: R ＞ r
2. 电池组
( 1) 电池组:
①电池组:若干个电池通过串、并联的方法形成的组合。
②注意额定电流的的意义:
额定电流是电池可能供给的最大电流，在工作中，电池的实际工作电流并不是要求与之相等，

而是要求不大于该值。这是电池组设计中一大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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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电池组的串联
规律:①电动势等于各电池电动势的和。

②内电阻等于各电池内电阻的和。
作用:能提高电池的供电电压，但不能提高电池的供电电流。
( 3) 电池组的并联
规律:①电动势等于一个电池的电动势。

②内电阻等于一个电池内电阻的 1 /n( 支路数 n) 。
③所能提供的最大电流为各电源的最大电流之和。

作用:能提高电池的供电电流，但不能提高电池的供电电压。
注意: 电动势不相等的电源一般不宜并联。
( 4) 电池的混联

提高供电电压用串联方式。
提高供电电流用并联方式。

3. 电阻的串联
( 1) 电阻的串联
如图 1-2-4 所示。

图 1-2-4

( 2) 规律
①电流规律 各电阻所通过的电流相等( 基本规律)
I = I1 = I2 = I3 =…
②电压规律
a．总电压等于各电阻电压之和( 基本规律)
U = U1 + U2 + U3 +…

b．各段电路的电压与之电阻成正比
U1 / U2 / U3 / U4 / U5 /… = R1 / R2 / R3 / R4 / R5 /…

图 1-2-5

c．分压公式:如图 1-2-5 所示。

U1 =
R1

R1 + R2
U U2 =

R2

R1 + R2
U

③电阻规律 总电阻等于串联电路所有电阻之和
R = R1 + R2 + R3 +…

④功率规律
a. 总功率等于各电阻所耗功率之和

P = P1 + P2 + P3 + P4 + ． ． ．
b. 各电阻所耗功率大小与之电阻成正比

P1 / P2 / P3 / ． ． ． = R1 / R2 / R3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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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伏特表
①满偏电压: 电表指针指致最大刻度时所对应的电压，即电压量程。
②满偏电流: 电表指针指致最大刻度时所对应的电流，即电流量程。

图 1-2-6

③电压表的构成及原理
构成:表头 +串联电阻 R0

原理:以满偏状态为研究对象( 如图 1-2-6 所示)

R0 = Rg (
U0

Ug
-1) = Rg ( n-1)

④注意: a．量程的实质:指针指到最大刻度时所对应的电表两端的电压值。
b．伏特表量程扩大的实质:串联电路所承受的总电压为 U0，原电表只承受 Ug，串联分

压电阻承受 U0-Ug。
⑤实际伏特表:

理想 Rv = 无穷大。
实际 内阻很大，一般可以忽略不计。

在不可忽略的情况下，实际电表可视为理想伏特表和电表内阻的并联形式。
4. 电阻的并联
( 1) 并联电路 电阻的并联电路如图 1-2-7 所示。

图 1-2-7

( 2) 规律:

图 1-2-8

①电压规律 各支路电压相等( 基本) U = U1 = U2 = U3 =……
②电流规律 a．总电流等于各支路电流之和( 基本) I = Σ Ii

b．各支路电流与之电阻成反比 Ii∝
1
R i

c．分流公式: ( 两电阻的并联) 如图 1-2-8 所示。

I1 =
R2

R1 + R2
I I2 =

R1

R1 + R2
I

③电阻规律: 总电阻的倒数等于各支路电阻的倒数之和
1
R = 1

R1
+ 1
R2

+ 1
R3

+…

④功率规律: a．总功率等于各支路所耗功率之和
P = P1 + P2 + P3 + P4 +…

b．各支路所耗功率与之电阻大小成反比 Pn / Pm = Rm / Rn

图 1-2-9

( 3) 安培表
①结构 如图 1-2-9 所示。
②原理 以满偏为研究对象

R0 =
Rg

I0
Ig
-1

=
Rg

n-1

③实际安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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