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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是中等职业学校电子技术类专业学生参加高职专业综合

考试的复习教材。全书本着“以考生为本，立足教材，紧扣考点，重

难突出”的原则，逐层深入，一一为学生讲解每个部分的重、难点。

本书从复习要求、知识要点、典型例题、习题练习与模拟题几个部分

入手，所有章节编写均以２０１６年考试大纲为蓝本，以单元名称命

名，包括３门课程“电工基础”“电子技术基础”“电子测量仪器”，还

包括２套高考真题（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５年各一套）和５套模拟练习题，供

师生参考学习。

每个单元分为“复习要求”“知识要点”“典型例题”“习题练习”

“模拟题”５个部分，为帮助考生扎实地掌握考纲要求的基本理论知

识，帮助考生进一步理解并熟悉掌握理论知识。其中，８０％为容易

题，１０％为中等难度题，１０％为难度稍高题目。模拟试题的分值比

例为：电工基础约４０％，电子技术基础约为４０％，电子测量仪器约为

２０％。其中题型也与以往考试有所不同，取消问答简答题，各种题

型比例也有所调整。

本书的主编是重庆市级骨干教师，长期从事电类专业主干专业

课的教学工作，各位主笔是一批长期在一线的骨干教师，他们分别

是：胡萍、刘宇航、龚先进、雷世琴、石波、李文勤老师等。其中，课程

一中的第一、二、三单元由雷世琴老师编写，第四、五单元由刘宇航

老师编写；课程二中第一、二、三单元由龚先进老师编写，第四单元

由胡萍老师编写，课程三中第一、二、三、四单元由石波、李文勤老师

编写。另外，谭玲、杨洋、杨忱老师对本书文字进行了修正和把关，

范文敏老师对全书进行了审稿。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参加全国

中职教材编写、考纲制订、高考命题等权威专家的指导，并得到部分

省市教委职成处和教育科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

示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书中难免存在缺点和错误，

敬请各位老师和读者批评指正，盼赐教至７５８７８６１７＠ｑｑ．ｃｏｍ，以期

再版时修改。

编　者

２０１５年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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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电工基础

!"#$

复习要求

（１）能说出电路基本组成及基本功能，能应用电子元件画出简单的电路。
（２）熟记电流、电压的概念及其定义式，并能在电路中定出电流、电压的参考方向，能说出

电压和电位之间的关系。

（３）能说出电阻定律的内容，并熟练应用电阻定律进行简单的计算。
（４）能灵活应用部分电路、全电路欧姆定律进行简单的计算。
（５）能说出电功、电功率、焦耳楞茨定律的内容，并能应用其进行相关的计算。
（６）能熟记负载获取最大功率的条件，并能进行最大功率的计算。

知识要点

１．电路的基本组成、功能及电路模型
（１）定义
电路就是电流通过的闭合路径，是人们按照一定的规则或要求将电子器材或设备连接起来

构成的一个整体。

（２）组成
最简单的电路由电源、负载（用电器）、连接导线、控制和保护装置４个部分组成。
（３）各组成部分作用
电源：向电路提供能量的设备，作用是把其他形式的能转换成电能。

负载：即用电器，它是各种用电设备的总称。

连接导线：它把电源和负载等元件连接成闭合回路，输送和分配电能。

控制和保护装置：用于控制电路的通断，保护电路的安全，使电路能够正常工作的器件。

（４）电路的作用
一是进行电能的传输和转换（比如照明电路），二是对电信号进行加工和处理（比如电视机

电路）。

（５）电路模型
用电子元件模型绘出的电路称为电路模型，简称电路。常用电子设备和器材的模型符号见表

１１。
表１１　常用电子设备和器材的模型符号

名　称 符　号 名　称 符　号

电源 保险丝

灯泡 电阻

续表 　　　

名　称 符　号 名　称 符　号

开关 电容

电压表 电感

电流表 接地

２．电流、电压的概念及其参考方向，电压和电位之间的关系
（１）电流的定义及其参考方向
定义：电荷的定向移动形成电流。规定电流的方向为正电荷移动的方向。电流（Ｉ）的大小

等于流过导体横截面的电荷量（ｑ）与所用时间（ｔ）的比值，即：

Ｉ＝ｑｔ
参考方向：在实际电路中，有时某支路的电流方向是难以确定的，为了使电路的分析和计算

更方便，常常先给电路假设一个电流方向，这个方向就是电流的参考方向。如果计算结果的电

流为正值（Ｉ＞０），则说明电流的实际方向与参考方向一致；如果计算结果的电流为负值（Ｉ＜０），
则说明电流的实际方向与参考方向相反。

（２）电压的定义及其参考方向
定义：在外加电压的作用下，电荷会定向移动形成电流。当电压将电荷从 ａ点移动到 ｂ点

时，电压的大小等于它移动电荷时所做的功与被移动的电荷量的比值，即：

Ｕａｂ＝
Ｗ
ｑ

参考方向：在分析和计算比较复杂的电路时，若无法根据电源的极性判定电压的实际方向，

则可先设定参考方向。如果计算结果的电压为正值，则说明电压的实际方向与参考方向一致；

如果计算结果的电压为负值，则说明电压的实际方向与参考方向相反。

（３）电压和电位之间的关系
①电压是绝对量，电位是相对量；电压与参考点的选择无关，电位与参考点的选择有关。
②电压等于某两点的电位之差，即：ＵＡＢ＝ＶＡ－ＶＢ，它们的单位都是伏［特］。
３．电阻定律及其应用
（１）电阻定律的内容
在一定的温度下，导体的电阻值大小与导体的材料、长度和横截面积的大小有关，这种关系

被称为电阻定律，其表达式为：Ｒ＝ρＬＳ。即：在一定的温度下，电阻大小只和其长度Ｌ、横截面积

Ｓ、电阻率有关。
（２）电阻与温度的关系
绝大多数导体的电阻值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增大，绝缘体的电阻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减小。

１



物质在低温下电阻突然消失的现象称为超导现象。

４．部分电路、全电路欧姆定律
欧姆定律包括部分电路的欧姆定律和全电路的欧姆定律，见表１２、表１３。

表１２　部分电路欧姆定律

部分电路欧姆定律内容 电　路 条　件 表达式 说　明

电路中流过某电阻的电流与

该电阻两端的电压成正比

电流与电压参

考方向相同

Ｉ＝ＵＲ
或Ｕ＝ＩＲ

欧姆定律只适

用于线性电阻

和线性电路

与该电阻的阻值成反比
电流与电压参

考方向相反

Ｉ＝－ＵＲ
或Ｕ＝－ＩＲ

表１３　全电路欧姆定律

全电路欧姆

定律的内容
电　路 参　数 表达式 说　明

在闭合回路

中，电流与电

源电动势成

正比，与回路

的总电阻成

反比

Ｅ是电源电
动势，ｒ是电
源的内阻，Ｒ
是负载电阻，Ｉ
是回路电流

Ｉ＝ Ｅｒ＋Ｒ
或Ｅ＝Ｉ（ｒ＋Ｒ）

①回路的总电阻是
电源内阻与负载

电阻之和

② 电 源 的 内 阻 值
很小

５．电功、电功率、焦耳楞次定律
（１）电功
电力在一段时间内所做的功称为电功，即电能。电能的单位名称是焦［耳］（Ｊ）。通常电能

也以耗电量的形式来表示，其单位是千瓦时（ｋＷ·ｈ），俗称度。
１ｋＷ·ｈ＝３．６×１０６Ｊ　（１ｋＷ·ｈ＝１ｋＷ·１ｈ＝１０００Ｗ×３６００ｓ＝３．６×１０６Ｊ）

（２）电功率
电力在单位时间内所做的功称电功率，用符号 Ｐ表示，单位名称为瓦［特］（Ｗ）。其表达

式为：

Ｐ＝Ｗｔ
还可以用Ｐ＝ＵＩ＝Ｕ２／Ｒ＝Ｉ２Ｒ来计算。

（３）焦耳楞次定律
电流通过电阻时产生的热量Ｑ与流过导体电流的平方、导体的电阻和通电时间是成正比

的，这就是焦耳定律。即：

Ｑ＝Ｉ２Ｒｔ

还可以用Ｑ＝Ｕ
２

Ｒ·ｔ和Ｑ＝Ｕ·Ｉ·ｔ来计算，焦耳楞次定律只适用于纯电阻电路。

６．负载获取最大功率的条件
负载获取最大功率的条件：当负载电阻Ｒ与电源内阻 ｒ的阻值相等时，电源的输出功率最

大，即：

Ｒ＝ｒ
最大功率的计算公式为：

Ｐｍ＝
Ｖ２ＣＣ
４Ｒ

典型例题

例１：已知一段横截面积为２．５ｍｍ２的铜线，其长度为５００ｍ，求这段铜线的总电阻。如果将
该导体截成等长的两段合并使用，则电阻又是多少？（铜材料的电阻率为：１．７５×１０－８Ω·ｍ）

解：根据电阻定律，得：

①Ｒ＝ρＬＳ＝１．７５×１０
－８Ω·ｍ× ５００ｍ

２．５×１０－６ｍ２
＝３．５Ω。

②改变后，长度为原来的１／２，面积为原来的２倍，材料不变，则电阻为原来的１４，所以 Ｒ＝

１
４×３．５Ω＝０．８８Ω。

例２：在某闭合回路中，电源电动势为Ｅ＝６Ｖ，电源内阻为ｒ＝２Ω，负载电阻Ｒ＝１０Ω，求回
路的电流Ｉ和内阻ｒ两端的电压Ｕｒ。

解：根据全电路的欧姆定律可得回路电流为：

Ｉ＝ Ｅｒ＋Ｒ＝
６Ｖ

２Ω＋１０Ω
＝０．５Ａ

根据部分电路的欧姆定律，电源内阻ｒ两端的电压为：
Ｕｒ＝Ｉ×ｒ＝０．５Ａ×２Ω＝１Ｖ

例３：一盏白炽灯泡额定电压为２２０Ｖ，额定功率为５０Ｗ，灯丝的热态电阻为　９６８Ω　。
（选自２０１２年高考题）

分析：根据Ｐ＝Ｕ２／Ｒ可推出Ｒ＝Ｕ２／Ｐ＝２２０２Ｖ／５０Ｗ＝９６８Ω。
习题练习

一、填空题

１．电路通常由 组成。

２．电路的主要作用有两个，一是　　　　　　　　　　　　　　　　　　　　，二是　　
　　　　　　　　　　　　　　　　　　　　　。
３．用电子元件模型绘出的电路称为 ，简称 。

４．电动势是衡量 大小的物理量，而电压是衡量电场力做功本领大小的物理量。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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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在一定的温度下，导体的电阻值大小与导体 有关，这种关系被称为电阻定律。

６．规定 为电流的方向，规定电压的正方向为从　　　　　　　　　　　　指向
　　　　　　　　，电动势的正方向规定从电源的　　　　　　　指向　　　　　　　　。
７．电场力在单位时间内所做的功称为电功率，简称 。通常电能也以耗电量的形式

来表示，其单位是 ，俗称 。

８．闭合电路中的电流与电源电动势成正比，与电路的总电阻成反比，这一规律叫
　　　　　　　　　　　　　　　　　　。
９．若在５ｍｉｎ内，通过导体横截面的电荷量为３．６Ｃ，则导体中电流是 Ａ。
１０．电灯泡上标有“２２０Ｖ／１００Ｗ”，表明灯泡在２２０Ｖ电压下工作时，功率是　　　　Ｗ，流

过电灯泡的电流为 Ａ，灯丝的热态电阻是　　　　Ω。
１１．电能是一种环保、清洁的能源，电能反映了电以各种形式做功的能力，电能可以转化为

　　　　　　　　　　　　　　　　等各种形式的能。
二、判断题

１．电源电动势的大小由电源本身的性质所决定，与外电路无关。 （　　）
２．在测量电路中的电流和电压时，电流表应并联在电路中，电压表应串联在电路中。

（　　）
３．电桥平衡时，桥支路电流为０。 （　　）
４．电路中电源两端的电压与电源电动势大小总是相等的，只是方向相反。 （　　）
５．电压不仅存在于电源内部，而且存在于电源外部，而电动势仅存在于电源的内部。

（　　）
６．导体电阻的大小与加在导体两端的电压和导体的电流有关。 （　　）
７．电路中各点的电位与参考点的选择有关。 （　　）
８．“１１０Ｖ／６０Ｗ”的灯泡在２２０Ｖ的电源上能正常工作。 （　　）
９．电源电动势的大小由电源本身的性质决定，与外电路无关。 （　　）
１０．在电路中，电池是最常见的电源，是电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　　）
１１．选取参考方向的目的主要是利于对电路进行分析和计算。经过分析或计算，如果得到

的电流值是正值，说明实际的电流方向与参考方向相反；如果算出的电流值是一个负数，则说明

实际电流方向与参考方向相同。

三、选择题

１．导体中的电流Ｉ＝３．２ｍＡ，１０ｍｉｎ通过导体横截面的电荷量为（　　）。
Ａ．０．０３２Ｃ　 Ｂ．１．９２Ｃ　 Ｃ．０．１９２Ｃ　 Ｄ．３．２Ｃ

２．白炽灯的灯丝烧断后搭上再继续使用，灯会（　　）。
Ａ．暗　 Ｂ．与未断前一样亮　Ｃ．更亮　 Ｄ．不亮

３．一个标注“２２０Ｖ，１００Ｗ”的灯泡正常使用（　　）时间消耗１度电。
Ａ．１ｈ　 Ｂ．５ｈ
Ｃ．１０ｈ　 Ｄ．条件不全，无法判断

４．一根粗细均匀的导线，当其两端电压为Ｕ时，通过的电流是 Ｉ，若将此导线均匀拉长为原
来的２倍，要使电流仍为Ｉ，则导体两端应加的电压为（　　）。

Ａ．３Ｕ　 Ｂ．Ｕ　 Ｃ．２Ｕ　 Ｄ．４Ｕ

５．灯泡Ａ为“６Ｖ，１２Ｗ”，灯泡Ｂ为“９Ｖ，１２Ｗ”，灯泡Ｃ为“１２Ｖ，１２Ｗ”，它们都在各自的
额定电压下工作，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

Ａ．３个灯泡一样亮　 Ｂ．３个灯泡电流相同
Ｃ．３个灯泡电阻相同　 Ｄ．灯泡Ｃ最亮

６．一条均匀电阻丝对折后，电阻丝的电阻是原来的（　　）倍。
Ａ．０．５　 Ｂ．０．２５　 Ｃ．２　 Ｄ．４

７．单相电度表（俗称火表）是用来测量（　　）。
Ａ．电功　 Ｂ．电功率　 Ｃ．电压　 Ｄ．电流

四、计算题

１．有一功率为２．５Ｗ，额定电压为１．５Ｖ的灯泡上串联一只电阻，接于电动势Ｅ＝９Ｖ，内阻
ｒ＝２Ω的电源上，通电后灯泡能正常发光，试计算电阻Ｒ的阻值。

２．某教室有６０Ｗ的日光灯１６盏，每天开灯４ｈ，一个月以３０ｄ计算，试计算这间教室一个
月要用多少度电？

!%#$

复习要求

（１）熟记电阻串联电路的特点及分压公式，并能应用其进行相关计算。
（２）熟记电阻并联电路的特点及分流公式，并能应用其进行相关计算。
（３）能灵活应用电阻混联电路特点对等效电阻的计算。
（４）能熟记基尔霍夫定律的内容，并能用支路法求解两个网孔的电路。
（５）能计算电路中各点电位。
（６）能说出惠司通电桥电路的平衡条件。

知识要点

１．电阻串联电路的特点及分压公式（见表１４）
表１４　电阻串联电路的特点及分压公式

序　号 参　数 内　容 表达式

１ 电流
串联电路中，通过各电阻的电流

相等

Ｉ１＝Ｉ２＝Ｉ

（多个电阻串联，则Ｉ１＝Ｉ２＝…＝Ｉｎ＝Ｉ）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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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序　号 参　数 内　容 表达式

２ 电压 总电压等于各电阻上电压之和
Ｕ＝Ｕ１＋Ｕ２

（多个电阻串联，则Ｕ＝Ｕ１＋Ｕ２＋…＋Ｕｎ）

３ 电阻 总电阻等于各个电阻之和
Ｒ＝Ｒ１＋Ｒ２

（多个电阻串联，则Ｒ＝Ｒ１＋Ｒ２＋…＋Ｒｎ）

４ 功率
各个电阻分配的功率与其阻值

成正比
Ｐ１∶Ｐ２＝Ｒ１∶Ｒ２

５ 分压
电阻的阻值越大，分得的电压

越多

Ｕ１＝
Ｒ１

Ｒ１＋Ｒ２
Ｕ，Ｕ２＝

Ｒ２
Ｒ１＋Ｒ２

Ｕ

上式称为电阻串联的分压公式

２．电阻并联的特点及分流公式（见表１５）
表１５　电阻并联的特点及分流公式

序　号 参　数 内　容 表达式

１ 电流
并联电路的总电流等于各

支路电路之和

Ｉ＝Ｉ１＋Ｉ２
（多个电阻并联，则Ｉ＝Ｉ１＋Ｉ２＋…＋Ｉｎ）

２ 电压
并联电路各个电阻上的电

压相等

Ｕ１＝Ｕ２＝Ｕ

（多个电阻并联，则Ｕ１＝Ｕ２＝…＝Ｕｎ＝Ｕ）

３ 电阻
并联电路中，总电阻的倒数

等于各电阻的倒数之和

两个电阻并联：
１
Ｒ＝

１
Ｒ１
＋１Ｒ２

即Ｒ＝
Ｒ１Ｒ２
Ｒ１＋Ｒ２

；若Ｒ１＝Ｒ２，则Ｒ＝
Ｒ１( )２

多个电阻并联，则：
１
Ｒ＝

１
Ｒ１
＋１Ｒ２

＋…＋１Ｒｎ

（若Ｒ１＝Ｒ２＝…＝Ｒｎ，则Ｒ＝
Ｒ１
ｎ）

４ 功率
各电阻分配的功率与阻值

成反比
Ｐ１∶Ｐ２＝Ｒ２∶Ｒ１

５ 分流
电阻的阻值越大，分得的电

流越小

Ｉ１＝
Ｒ２

Ｒ１＋Ｒ２
Ｉ，Ｉ２＝

Ｒ１
Ｒ１＋Ｒ２

Ｉ

上式称为电阻并联的分流公式

３．电阻混联电路的特点
（１）电阻混联电路的特点
①将电路中某些不含电阻元件的导线缩为一点，即把导线的两个端点合并为一点。

②在无分支的电路中，各个电阻一定是串联的。
③连接在两个共同节点之间的各电阻是并联的。
（２）电阻混联电路的等效电阻的计算
①整理电路，整理出各电阻串、并联接线的等效电路图。
②简化支路，根据电阻串联的特点求出各支路的等效电阻。
③合并支路，根据电阻并联的特点进一步简化电路。
④进行计算。
４．基尔霍夫定律（见表１６）

表１６　基尔霍夫定律的内容及其实例表达式

基尔霍夫定律 定律内容
实例表达式（方程）

（图１１）
说　明

第一定律

（节点电流定律）

对电路中的任意一

个节点，流进该节点

的电流之和等于流

出该 节 点 的 电 流

之和

Ｉ１＝Ｉ２＋Ｉ３

①标出的电流方向为参考方向
②如果参考方向为全部流进（或流
出）节点，则电流之和为０

③如果电路的总节点数为 ｎ，则独立
的节点电流方程只有（ｎ－１）个

④定律也适用于假想的封闭面，如图
１２所示

第二定律

（回路电压定律）

对电路中的任一闭

合回路，沿任一方向

绕行一周，各段电压

的代数和等于零

对ａｂｃｅａ回路：
Ｕａｂ＋Ｕｂｃ＋Ｕｃｅ＋Ｕｅａ＝０

对ａｅｃｄａ回路：
Ｕａｅ＋Ｕｅｃ＋Ｕｃｄ＋Ｕｄａ＝０

①对于电阻上的压降，若电流方向与
绕行方向相同则取正，相反则取负

②对于电源，若绕行方向是从其正
极→负极则取正，否则取负

③每一个回路都可以列出一个电压
方程，但独立的电压方程个数等于

网孔数

图１１ 图１２

５．电路中各点电位的计算分析步骤
①根据题意选择电路的零电位点（参考点）。
②标出回路的电流方向，并确定个元件两端电压的正、负极性。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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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③从某点选择一条捷径绕至零电位点，某点电位就是
此捷径上各部分电压的代数和。

④列出选择路径上各部分电压代数和的方程便可计算
出某点的电位。

注意：如果在绕行中，从电源正极到负极，应取正值，反

之取负值；如果在绕行中，顺着电流的方向，应取正值，反之

取负值。

６．惠司通电桥电路及其平衡条件：电桥相对臂电阻乘

积相等或者相邻臂值相等，即
Ｒ１
Ｒ２
＝
Ｒ３
Ｒ４
或 Ｒ１Ｒ４＝Ｒ２Ｒ３，其电

路图如图１３所示。
典型例题

例１：电动势为６Ｖ、内阻为１Ω的电池，外接５Ω的电阻负载，其输出电压为 Ｖ。
（选自２０１４年高考题）

分析：利用串联电阻电路的分压原理得：

Ｕｏ＝
Ｒ
Ｒ＋ｒＥ＝

５Ω
５Ω＋１Ω

×６Ｖ＝５Ｖ

例２：图１４中（ａ），已知电阻Ｒ１＝１０Ω，Ｒ２＝２０Ω，Ｒ３＝８０Ω，求：①电路总的等效电阻Ｒ；
②如果总电压Ｕ＝６．５Ｖ，则流过电阻Ｒ３的电流、Ｒ３上的压降、Ｒ３上消耗的功率各为多少？

分析：①采用图１４（ｂ）所示的逐步化简法，Ｒ２与Ｒ３并联，则：

Ｒ２３＝
Ｒ２×Ｒ３
Ｒ２＋Ｒ３

＝２０Ω×８０Ω２０Ω＋８０Ω
＝１６Ω

根据逐步化简法，总电阻Ｒ等于Ｒ１与Ｒ２３串联值，则：
Ｒ＝Ｒ１＋Ｒ２３＝１０Ω＋１６Ω＝２６Ω

②电路的总电流为：Ｉ＝ＵＲ＝
６．５Ｖ
２６Ω

＝０．２５Ａ

流过Ｒ３的电流为：Ｉ３＝
Ｒ２

Ｒ２＋Ｒ３
Ｉ＝ ２０Ω
２０Ω＋８０Ω

×０．２５Ａ＝０．０５Ａ

电阻Ｒ３上的压降为：Ｕ３＝Ｉ３Ｒ３＝０．０５Ａ×８０Ω＝４Ｖ
电阻Ｒ３上消耗的功率为：Ｐ３＝Ｉ

２Ｒ３＝０．０５
２Ａ×８０Ω＝０．２Ｗ

图１４

例３：如图１５所示电路，已知Ｅ１＝１１Ｖ，Ｅ２＝６Ｖ，Ｒ１＝２Ω，Ｒ２＝Ｒ３＝４Ω，求支路电流 Ｉ１，
Ｉ２，Ｉ３。（选自２０１４年高考题）

图１５

分析：①根据基尔霍夫第一定律，列节点电流方程Ｉ１＝
Ｉ２＋Ｉ３（对于两个节点的电路，只有一个独立的节点电流方
程）。

②根据基尔霍夫第二定律，列出两个网孔回路电压方
程得：

网孔Ⅰ：Ｉ１Ｒ１－Ｅ１－Ｅ２＋Ｉ２Ｒ２＝０，
代入数据后变为：

２Ｉ１－１１Ｖ－６Ｖ＋４Ｉ２＝０　　（这就是网孔Ⅰ的电压方程）
网孔Ⅱ：Ｅ２＋Ｉ３Ｒ３－Ｉ２Ｒ２＝０，
代入数据后变为：

６Ｖ＋４Ｉ３－４Ｉ２＝０　　（这就是网孔Ⅱ的电压方程）
将上面的节点电流方程和回路电压方程组合在一起构成方程组：

Ｉ１＝Ｉ２＋Ｉ３
２Ｉ１－１１Ｖ－６Ｖ＋４Ｉ２＝０

６Ｖ＋４Ｉ３－４Ｉ２
{

＝０

解这个方程组得

Ｉ１＝３．５Ａ

Ｉ２＝２．５Ａ

Ｉ３
{
＝１Ａ

习题练习

一、填空题

１．电阻的连接方式有 ３种。
２．电阻的并联主要应用于对电路的 　。
３．对电路中的任意一个节点，流进该节点的电流之和等于流出该节点的 。

４．Ｒ１，Ｒ２两个电阻并联后接入电路中，它们的电功率之比 Ｐ１∶Ｐ２ ＝９∶４，则 Ｒ１∶Ｒ２
为 。

５．两个电阻，并联时的功率之比为４∶３，则串联时的功率之比为 。

６．基尔霍夫第一定律内容为 ，它又叫作 ，其数学表达式为 。

７．如图１６所示电路，Ａ点的电位为 。

８．并联电阻常用于 。

９．如图１７所示，Ｒ１＝Ｒ２＝Ｒ３＝９Ω，Ｒ４＝２Ω，则Ｒａｂ＝ Ω。

图１６ 图１７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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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如图１８电路中，Ｒ２＝Ｒ４，电压 Ｖ１读数为７０Ｖ，Ｖ２读数为５０Ｖ，则 Ａ与 Ｂ间的电压
为 。

１１．如图１９所示，其支路数、节点数、网孔数分别是 。

图１８ 图１９

二、判断题

１．串联和并联电路的等效电阻都比任何分电阻都大。 （　　）
２．回路和网孔都是电路中的任一闭合路径。 （　　）
３．在电阻并联电路中，总电阻等于各分电阻之和。 （　　）
４．用基尔霍夫第一定律解节点电流方程时，若所解出的电流为负值时，表示该电流实际方

向与假设方向相反，应将原有电流改画。 （　　）
５．若选择不同的零电位点时，电路中各点的电位将发生变化，但电路中任意两点间的电压

却不会改变。 （　　）
６．在电阻串联电路中，各电阻上分配到的电压与其电阻值成正比。 （　　）
７．选择不同的零电位点时，电路中各点的电位将发生变化，但电路中任意两点间的电压却

不会改变。 （　　）
８．在电阻并联电路中，总电阻等于各分电阻之和。 （　　）
９．电压、电位、电动势是一个物理量的３种表示法。 （　　）
１０．把一电阻连接在无电压的两点之间，电阻中无电流流过，则该两点电位相等。 （　　）
１１．电容器串、并联后的等效电容比其中任何一个都小。 （　　）
１２．若将一电阻丝消耗的功率减小为原来的一半，则应将电阻丝长度、电压均减半。

（　　）
１３．当电路处于通路状态时，外电路负载上的电压等于电源电动势。 （　　）
１４．当用电器的额定电压比单个电池通过的额定电压大时，可采用并联电池组供电。

（　　）
１５．一条均匀电阻丝对折后，接到原来的电路中，在相同的时间里，电阻丝所产生的热量是

原来的２倍。 （　　）

图１１０

三、选择题

１．电路如图１１０所示，Ｒ１＞Ｒ２，当开关 Ｓ闭合时，通过

Ｒ１的电流将（　　）。
Ａ．减小　　　　　　　　　　　Ｂ．增大
Ｃ．不变　　　　　　　　　　　Ｄ．无法确定
２．为使测量结果更准确，选择伏特表和电流表的内阻应

为（　　）。
Ａ．伏特表、电流表的内阻均大
Ｂ．伏特表的内阻大、电流表的内阻小
Ｃ．伏特表、电流表的内阻均小
Ｄ．伏特表的内阻小、电流表的内阻大

３．将“２２０Ｖ，１００Ｗ”和“２２０Ｖ，６０Ｗ”的两盏电灯泡串联接到２２０Ｖ的电源上，这种接法
（　　）。

Ａ．可以　 Ｂ．１００Ｗ的灯比６０Ｗ的灯亮
Ｃ．两盏灯一样亮　 Ｄ．６０Ｗ的灯比１００Ｗ的灯亮

４．３只电阻阻值均为Ｒ＝２Ω，可以组成具有不同阻值的电路连接方式有（　　）。
Ａ．１种　 Ｂ．２种　 Ｃ．３种　 Ｄ．４种

５．如要扩大电流表量程，应在表头线圈上加入（　　）。
Ａ．串联电阻　 Ｂ．并联电阻　 Ｃ．混联电阻　 Ｄ．都不是

６．阻值不同的几个电阻并联后，等效电阻比任何一个电阻（　　）。
Ａ．大　 Ｂ．小　 Ｃ．与最小电阻相等　Ｄ．都不是

７．基尔霍夫第二定律即回路电压定律，是指沿电路中任一闭合回路绕行一周，各段电压的
代数和恒等于（　　）。

Ａ．１　 Ｂ．０　 Ｃ．电源电压　 Ｄ．∞
８．内阻为ｒ的电路中，电源电动势为Ｅ，当外电阻Ｒ减小时，电源两端电压将（　　 ）。
Ａ．不变　 Ｂ．增大　 Ｃ．减小　 Ｄ．无法断定

图１１１

９．电路如图１１１所示，等效电阻ＲＡＢ等于（　　）。
Ａ．１Ω　 Ｂ．４Ω
Ｃ．２Ω　 Ｄ．６Ω

１０．单相电度表是用来测量（　　）。
Ａ．电压 　　　　　　Ｂ．电功率
Ｃ．电功 　　　　　　Ｄ．电流

１１．测量直流电流、直流电压时，万用表的连接方
式　为（　　）。

Ａ．串联、并联　 Ｂ．串联、串联
Ｃ．并联、串联　 Ｄ．并联、并联

１２．内阻为ｒ的电路中，电源电动势为Ｅ，当外电阻短路时，电源电压将（　　）。
Ａ．不变　 Ｂ．增大　 Ｃ．减小　 Ｄ．无法断定

１３．电池的内阻为０．２Ω，电源的端电压为１．４Ｖ，电路的电流强度是０．５Ａ，则电池电动势
和负载电阻（　　）。

Ａ．１．５Ｖ，２．８Ω　 Ｂ．１Ｖ，２．５Ω
Ｃ．１．５Ｖ，２Ω　 Ｄ．１Ｖ，２．８Ω

１４．将一根阻值为Ｒ的均匀导体截成等长的４段后合并使用，此时，它的阻值应为（　　）。
Ａ．４Ｒ　 Ｂ．Ｒ／４　 Ｃ．Ｒ／８　 Ｄ．Ｒ／１６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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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伏安法测电阻采用如图１１２所示电路时，测得的实验值比待测电阻的实际值（　　）。
Ａ．相等　 Ｂ．偏大　 Ｃ．偏小　 Ｄ．不能确定

图１１２
四、作图题

把下图的元件连接成图中的原理图（图１１３）。

图１１３

五、综合题

１．在如图１１４所示电路中，Ｅ１＝４０Ｖ，Ｅ２＝５Ｖ，Ｅ３＝２５Ｖ，Ｒ１＝５Ω，Ｒ２＝Ｒ３＝１０Ω，用支路

电流法计算各支路电流。

图１１４

２．有２个电池串联，如图１１５所示，每个电池两端的电压为１．５Ｖ，若分别以 Ａ，Ｂ为参考
点，则Ａ，Ｂ，Ｃ点的电位各为多少？

图１１５

３．如图１１６所示为一双量程电压表的示意图，已知电流表Ｇ的量程为０～１００μＡ，内阻 ｒｇ
为５００Ω，求图中串联的分压电阻Ｒ１，Ｒ２。

图１１６

!&#$

复习要求

（１）能说出磁场概念，能用右手螺旋法则判求直导线和载流线圈的磁场方向。
（２）熟识磁感应强度、磁通、磁导率、磁场强度的概念。
（３）能说出磁场对载流导体、矩形线圈的作用，能用左手定则判断通电直导线在磁场中受

力方向，能计算安培力的大小。

（４）能说出磁场对运动电荷的作用，能用左手定则判断运动电荷在磁场中受洛仑兹力的方
向，能计算洛仑兹力的大小。

（５）能说出电磁感应现象的内容及其产生条件。
（６）能计算导体切割磁感线时感应电动势的大小，并能使用右手定则判断感应电流的

方向。

（７）熟记线圈的储（磁）能公式，并能利用其公式计算。
（８）能说出电场及电场强度的概念。
（９）能说出电容器的参数和种类。
（１０）熟记电容串、并联电路的特点，并能熟练应用其特点对电路进行计算。
（１１）熟记电容器的储（电）能公式。

知识要点

１．磁场概念及右手螺旋法则
磁场是磁体周围存在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物质。其方向的规定是：在磁场中放置一个可以自

由转动的小磁针，当小磁针静止时，小磁针北极（Ｎ极）所指的方向就是该点的磁场方向。
右手螺旋法则（一）：用右手的大拇指伸直，四指握住导线，当大拇指指向电流时，其余四指

所指的方向就是磁感能线的方向，如图１１７所示。
右手螺旋法则（二）：右手的大拇指伸直，用右手握住线圈，四指指向电流的方向，则大拇指

所指的方向便是线圈中磁感线Ｎ极的方向，如图１１８所示。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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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７

　

图１１８

２．磁感应强度、磁通、磁导率、磁场强度的概念（见表１７）
表１７　磁感应强度、磁通、磁导率、磁场强度的概念

名　称 概　念 表达式 说　明

磁
感
应
强
度

垂直于磁场方向的

通电导体在磁场中

所受的磁场力 Ｆ与
电流Ｉ和导体的长度
Ｌ的乘积 ＩＬ的比值，
称为通电导体在磁

场内某点的磁感应

强度

Ｂ＝ＦＩＬ

Ｂ—导体所处的磁感应强
度，单位是特斯拉（Ｔ）

Ｆ—与磁场垂直的通电导体
受到的力，单位是牛［顿］

（Ｎ）

Ｉ—导体中通过的电流，单位
是安［培］（Ａ）

Ｌ—导体在磁场中的有效长
度，单位是米（ｍ）

①磁感应强度是一个既有方向又
有大小的矢量

②如果磁场内各点的磁感应强度
大小相等、方向相同，这样的磁

场称为匀强磁场

③磁感线的切线方向即为该点的
磁感应强度方向

④磁感应强度可用专门的高斯计
来测量

磁
　
通

磁感应强度 Ｂ与垂
直于磁场方向的某

一截面积 Ｓ的乘积，
称为通过该面积的

磁通

Φ＝ＢＳ

Φ—磁通，单位是韦伯（Ｗｂ）

Ｂ—匀强磁场的磁感应强
度，单位是特斯拉（Ｔ）

Ｓ—与Ｂ垂直的某一截面的

面积，单位是平方米（ｍ２）

①公式Φ＝ＢＳ只适用于匀强磁场，
且磁场方向和平面互相垂直

②当平面面积Ｓ与磁场方向形成任
意夹角 α（α≤９０°）时，Φ＝ＢＳ·
ｓｉｎα

磁
导
率

磁导率是用来描述

磁场介质导磁能力

的物理量，其他物质

的磁导率与真空磁

导率之比值叫作物

质的相对磁导率

μγ＝
μ
μ０

μｒ—相对磁导率，它的大小

反映物质导磁能力的高低

μ—某物质磁导率，单位是
亨［利］／米（Ｈ／ｍ）

μ０—真空磁导率，它是一个

常数，其值为 ４π×１０－７

Ｈ／ｍ

①当μｒ略大于１时的物质为顺磁

性物质，如空气、铝、铅等

②当μｒ略小于１时的物质为反磁

性物质，如铜、银、锌等

③当μｒ远大于１时的物质为铁磁

性物质，如铁、钢、钴等

④顺磁性物质和反磁性物质的相
对磁导率接近为 １，可认为等于
１，除铁磁性物质外，这些物质称
为非铁磁性物质

续表　

名　称 概　念 表达式 说　明

磁
场
强
度

磁场中某点的磁感

应强度 Ｂ与磁介质
磁导率 μ的比值，称
为该点的磁场强度

Ｈ＝Ｂ
μ

Ｈ—磁场中某点的磁场强
度，单位是安／米（Ａ／ｍ）

Ｂ—磁场中某点的磁感应强
度，单位是特［斯拉］（Ｔ）

μ—物质磁导率，单位是亨
［利］／米（Ｈ／ｍ）

①磁场强度是一个矢量，其方向与
磁感应强度的方向一致

②通电螺线管的内部磁场可认为
是匀强磁场，其磁场强度与螺线

管长度 Ｌ、匝数 Ｎ和电流大小有
关，其表达式为：

Ｈ＝ＮＩＬ

３．磁场对载流导体、矩形线圈的作用
磁场中的载流导体受到磁场力的作用，该磁场力称为安培力。

Ｆ＝ＢＩＬｓｉｎα

图１１９

判定方向：伸开左手，使拇指与其余四指在同一平面

内并且互相垂直，让磁感线垂直穿过掌心，四指指向电流

方向，则拇指所指的方向就是通电导体受力的方向，如图

１１９所示。
４．磁场对运动电荷的作用
在匀强磁场中，当电荷的运动方向与磁场方向垂直

时，洛伦兹力Ｆ的大小与磁感应强度Ｂ、电荷的运动速度ｖ
及电荷量ｑ成反比。

Ｆ＝Ｂｑｖ
判断洛伦兹力的方向：伸平左手，使拇指与其余四指

垂直，让磁感应线垂直穿过手心，四指指向正电荷的运动方向（或负电荷的反方向），拇指所指

的方向就是洛伦兹力的方向。

５．电磁感应现象及其产生条件
电磁感应现象：利用导体在磁场里做适当的相对运动或者是线圈内磁通量发生变化可以在

闭合回路中获得电流的现象。

产生感应电流的条件：当闭合回路的一部分导线在磁场里做切割磁感线的运动时，或线圈

内磁通量发生变化时，线路里就有感应电流产生。

６．导体切割磁感线时感应电动势的大小计算和方向判求
判定方向：伸开右手，将手掌摊平，使拇指和其余四指垂直，让磁力线垂直穿过掌心，使大拇

指指向导体切割磁力线的运动方向，其余四指指向就表示感应电流方向，其大小可用下面公式

计算：

Ｅ＝ＢＬｖｓｉｎα
式中：Ｅ表示直导体中的感应电动势，Ｂ表示磁感应强度，Ｌ为导体的有效长度，ｖ为运动速度，α
为运动方向与磁感应线方向的夹角。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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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线圈的储（磁）能公式
线圈中的磁场能与本身的电感成正比，与通过线圈电流的平方成正比，即：

ＷＬ＝
１
２ＬＩ

２
ｍ

８．电场及电场强度的概念
（１）电场的概念
电场是电荷周围存在的特殊物质。电场具有力和能量。

（２）电场强度的感念
电场中检验电荷在某一点所受电场力Ｆ与检验电荷的电荷量 ｑ的比值叫作该点的电场强

度，简称场强，即Ｅ＝Ｆｑ。

９．电容器的参数和种类（见表１８）
（１）电容器的种类
按结构可分为：固定电容器、可变电容器、微调电容器。

按极性可分为：有极性电容和无极性电容。

（２）电容器的参数
额定工作电压（耐压）：电容器能够长时间可靠工作，并且保证电介质性能良好的直流电压

的数值。

标称容量：成品的电容器体表上所标明的电容量。

允许误差：不同的电容器有不同的误差范围，在此范围之内的误差称为允许误差。

工作温度范围：电容器确定能连续工作的温度范围，在这温度范围电容器各项性能指标均

能得到保证。

表１８　电容器的表达式及单位

电容表达式 相关量及单位 电容其他单位

电容器电容：

Ｃ＝ｑＵ

Ｃ—电容器的电容，单位为法［拉］（Ｆ）

ｑ—电容器所储存的电荷量，单位为库［仑］（Ｃ）

Ｕ—电容器两极板间电压，单位为伏［特］（Ｖ）

平行板电容器

电容：

Ｃ＝εＳｄ

Ｃ—电容器的电容，单位为法［拉］（Ｆ）

ε—电介质的介电常数，单位为法［拉］／米（Ｆ／ｍ）

Ｓ—两极板间正对的有效面积，单位为平方米（ｍ２）

ｄ—两极板间的距离，单位为米（ｍ）

法拉是一个较大的单位，电容的

单位还有毫法（ｍＦ）、微法（μＦ）、
纳法（ｎＦ）、皮法（ｐＦ），其换算
关系：

１Ｆ＝１０３ｍＦ＝１０６μＦ＝１０９ｎＦ＝

１０１２ｐＦ

电容是电容器固有的特性，其大小仅由自身因素（如结构、几何尺寸等）决定，而与两极板

间电压的高低、所带电荷量的多少无关。

１０．电容串并联电路的特点（见表１９、表１１０）
表１９　电容串联特点

序　号 特　点 表达式

１ 每只电容器所带电荷量相等 ｑ＝ｑ１＝ｑ２＝…＝ｑｎ

２ 总电压等于各电容器上的电压之和 Ｕ＝Ｕ１＋Ｕ２＋…＋Ｕｎ

３ 各电容器上分得的电压与自身容量成反比 Ｕ１＝
ｑ１
Ｃ１
，Ｕ２＝

ｑ２
Ｃ２
，…，Ｕｎ＝

ｑｎ
Ｃｎ

４ 总电容量的倒数等于各电容器容量的倒数之和
１
Ｃ＝

１
Ｃ１
＋１Ｃ２

＋…＋１Ｃｎ

表１１０　电容并联特点

项　目 内　容 表达式

电荷量 总电荷量等于各并联电容器所带电荷量之和 ｑ＝ｑ１＋ｑ２＋…＋ｑｎ

电压 各电容器上的电压相等，且为电源电压 Ｕ＝Ｕ１＝Ｕ２＝…＝Ｕｎ

电容量 总电容等于各电容器电容之和 Ｃ＝Ｃ１＋Ｃ２＋…＋Ｃｎ

１１．电容器的储（电）能公式
电容器中储存的电场能量与电容器的电容值成正比，与电容器两极板之间的电压平方成正

比，即ＷＣ＝
１
２ＣＵ

２
Ｃ或ＷＣ＝

１
２ＱＵＣ＝

Ｑ２
２Ｃ。

典型例题

例１：如图１２０所示电路，其Ａ，Ｂ间的等效电容为　２μＦ　。（选自２０１４年高考题）

图１２０

分析：从电路图上可看出，先是４μＦ和２μＦ的电容并联，则等效电容为Ｃ＝４μＦ＋２μＦ＝

６μＦ，并联后的等效电容再和３μＦ的电容串联，则等效电容为Ｃ＝６μＦ×３μＦ６μＦ＋３μＦ
＝２μＦ。

例２：有３个电容器串联，已知Ｃ１＝１００μＦ，额定工作电压为２５Ｖ，Ｃ２＝Ｃ３＝２００μＦ，额定工
作电压为５０Ｖ，电源电压Ｕ为１５０Ｖ，试求：

①串联电容器总的等效电容为多大。
②每只电容器两端的电压为多大，并说明能否安全使用。

解：①１Ｃ＝
１
Ｃ１
＋１Ｃ２

＋１Ｃ３
＝ １
１００μＦ

＋ １
２００μＦ

＋ １
２００μＦ

＝２＋１＋１２００μＦ
＝ １
５０μＦ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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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Ｃ＝５０μＦ。
②串联电容器总的电荷量为

ｑ＝ＣＵ＝５０μＦ×１０－６×１５０Ｖ＝７．５×１０－３Ｃ
且有：ｑ＝ｑ１＝ｑ２＝ｑ３

所以：Ｕ１＝
ｑ１
Ｃ１
＝７．５×１０

－３Ｃ
１００×１０－６Ｆ

＝７５Ｖ　　Ｕ２＝
ｑ２
Ｃ２
＝７．５×１０

－３Ｃ
２００×１０－６Ｆ

＝３７．５Ｖ

Ｕ３＝
ｑ３
Ｃ３
＝７．５×１０

－３Ｃ
２００×１０－６Ｆ

＝３７．５Ｖ

可见，Ｃ１两端所加电压（７５Ｖ）大于其额定工作电压（２５Ｖ），在电路中工作时会被击穿，所以不
能安全使用。

例３：在磁场强度为０．２Ｔ的匀强磁场中，有一长度为５０ｃｍ的直导线，导线中的电流为１
Ａ，当导线与磁感线的夹角α分别为０°，３０°，９０°时，导线受到的磁场力各是多少？

解：根据Ｆ＝ＢＩＬｓｉｎα
得：当α＝０°时，Ｆ＝ＢＩＬｓｉｎα＝０．２Ｔ×１Ａ×５０×１０－２ｍ×ｓｉｎ０°＝０Ｎ
当α＝３０°时，Ｆ＝ＢＩＬｓｉｎα＝０．２Ｔ×１Ａ×５０×１０－２ｍ×ｓｉｎ３０°＝０．０５Ｎ
当α＝９０°时，Ｆ＝ＢＩＬｓｉｎα＝０．２Ｔ×１Ａ×５０×１０－２ｍ×ｓｉｎ９０°＝０．１Ｎ

习题练习

一、填空题

１．任何两个彼此 而又相互靠近的 可构成电容器。

２．平行板电容器的电容量 关。

３．电流的磁场方向可用 来判断。

４．产生感应电流的磁场总是在 原来的磁场发生变化。

５．有两个电容器，串联时的总容量为２．４μＦ，并联时的总容量为１０μＦ，则这两个电容器的
容量分别 。

６．电流的磁场方向用 判定。通电直导线中，电流越强则磁场 ；越靠近直

导线，磁感线越 ，即磁场越强。

７．磁感应强度Ｂ表示磁场中某一点磁场的强弱和磁场的 。

８．判断载流直导线在磁场中所受作用力的方向用 定则，导线受力的大小Ｆ＝　　
　　　　　　。
９．运动电荷在磁场中所受的洛伦兹力方向用 判断。

１０．当磁场和导线（线圈）发生相对运动时，要发生 现象，在导线（线圈）中要产

生 。

１１．感应电动势的方向用 确定。

１２．铁磁性物质分为 物质三大类。

１３．由于线圈中 变化而在线圈本身引起感应电动势的现象称为自感现象。

１４．电感线圈是储能元件，它的两个重要参数有　　　　。
１５．带电粒子在一个足够大的匀强磁场中运动，最终的运动轨迹将形成一个 。

１６．在图１２１中，用细线悬挂一铝质封闭环Ｂ，使环的平面与螺线管Ａ的端面平行，当Ｓ接

通瞬间，环Ｂ向 方运动。

图１２１

二、判断题

１．两个１０μＦ的电容耐压值分别为１０Ｖ，２０Ｖ，则串联后总的耐压值为３０Ｖ。 （　　）
２．在直流电路中，电感相当于短路、电容相当于开路。 （　　）
３．电容器是储存电场能量的元件。 （　　）
４．电容器的电容量是不会随带电荷量的多少而变化的。 （　　）
５．磁感线总是从北极指向南极，且互不相交。 （　　）
６．磁场中任一点磁感应强度的方向，就是该点小磁针Ｎ极所指的方向。 （　　）
７．磁场强度Ｈ、磁感应强度Ｂ都能描述磁场中某一点的磁场情况，都与介质无关。 （　　）
８．用左手定则判定正电荷所受的洛仑兹力方向时，左手四指指的是速度的相反方向。

（　　）
９．感应电流产生的磁场总是和原磁场方向相同。 （　　）
１０．线圈中只要有磁通就会产生感应电动势。 （　　）
１１．用电力线来描述电场的分布情况时，电场越强的地方，电力线越密。 （　　）
１２．在电磁感应现象中，感应电流的方向总是和原电流方向是相反的。 （　　）
１３．电容器的电容与它的极板所带电量成正比，与其两端电压成反比。 （　　）
１４．电感中的电流不能发生突变，电容器端的电压不能发生突变。 （　　）

三、选择题

１．一个电容器两端的电压为４０Ｖ，它所带的电量是０．４Ｃ，若把它两端的电压降到２０Ｖ，则
（　　）。

Ａ．电容器的电容量降低一半　 Ｂ．电容器的电容量保持不变
Ｃ．电容器所带电荷量增加一倍　 Ｄ．电容器电容量不变

２．电容器放电结束后，下述说法中错误的是（　　）。
Ａ．电场能量为零　Ｂ．电量为零　 Ｃ．电压为零　 Ｄ．电容为零

３．有两个电容器，一个电容大，一个电容小，若加在它们两端的电压相等，则两个电容器所
带的电量是（　　）。

Ａ．容量小的多　 Ｂ．容量大的多　 Ｃ．一样多　 Ｄ．不确定
４．电容器Ｃ１和Ｃ２，已知Ｃ２＜Ｃ１，这是因为（　　）。
Ａ．Ｃ２的带电量小于Ｃ１　 Ｂ．Ｃ２所加的电压大于Ｃ１
Ｃ．Ｃ２上所加的电压小于Ｃ１　 Ｄ．Ｃ２能够容纳的电荷的本领比Ｃ１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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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一个电容量为Ｃ的电容器与一个电容量为８μＦ的电容器并联，总容量为电容器容量 Ｃ
的３倍，则电容器Ｃ的容量是（　　）。

Ａ．２μＦ　 Ｂ．６μＦ　 Ｃ．４μＦ　 　　Ｄ．８μＦ
６．两只电容器，一只电容器的容量为２０μＦ，耐压为３０Ｖ；另一只电容器的容量为３０μＦ，耐

压为４０Ｖ。将两只电容器串联后其等效电容和耐压是（　　）。
Ａ．５０μＦ　　３０Ｖ　 Ｂ．１２μＦ　　 ５０Ｖ
Ｃ．１２μＦ　　７０Ｖ　 Ｄ．５０μＦ　　４０Ｖ

７．某电容器的电压Ｕ＝３００Ｖ，电容Ｃ＝４０μＦ，则该电容器电场的能量（　　）Ｊ。
Ａ．０．００６ Ｂ．０．０１２
Ｃ．１．８ Ｄ．４．８×１０－７

８．两根平行长直导线，通以同向（电流方向均向上）电流时，它们相互（　　）。
Ａ．排斥 Ｂ．吸引
Ｃ．不排斥也不吸引 Ｄ．不清楚

９．将电容器Ｃ１＝２０μＦ，耐压１５０Ｖ，Ｃ２＝１０μＦ，耐压２００Ｖ的两只电容器串联后，接到
３６０Ｖ的电源上，则（　　）。

Ａ．都不会被击穿 　 Ｂ．Ｃ１先被击穿，Ｃ２后被击穿
Ｃ．Ｃ２先被击穿，Ｃ１后被击穿　 Ｄ．Ｃ１、Ｃ２同时被击穿

１０．在图１２２中，一通电导体在磁场中，其Ｂ，Ｉ，Ｆ三者方向关系正确的是（　　）。

Ａ．　　　　　　　Ｂ．　　　　　　　Ｃ．　　　　　　　Ｄ．
图１２２

１１．一只容量为３０μＦ耐压为２００Ｖ的电容与一只容量为２０μＦ耐压为１５０Ｖ的电容并联
后，等效电容和耐压分别为（　　）。

Ａ．１２μＦ、１５０Ｖ Ｂ．１２μＦ、３５０Ｖ
Ｃ．５０μＦ、１５０Ｖ Ｄ．５０μＦ、３５０Ｖ

１２．发生电磁感应现象时，一定是（　　）。
Ａ．感应电动势和感应电流同时存在 Ｂ．有感应电动势存在
Ｃ．只有感应电流存在 Ｄ．都不存在

１３．在通电螺线管中，放入铁磁性物质后（　　）。
Ａ．磁感线强度Ｂ增强，磁场强度Ｈ不变
Ｂ．磁场强度Ｈ增强，磁感应强度Ｂ增强
Ｃ．磁场强度Ｈ增强，磁感应强度Ｂ不变
Ｄ．磁场强度Ｈ不变，磁感应强度Ｂ不变

１４．磁感线的方向规定为（　　）。
Ａ．始于Ｓ极，止于Ｎ极

Ｂ．始于Ｎ极，止于Ｓ极
Ｃ．磁体内部由Ｎ极指向Ｓ极，磁体外部由Ｓ极指向Ｎ极
Ｄ．磁体内部由Ｓ极指向Ｎ极，磁体外部由Ｎ极指向Ｓ极

１５．磁通Φ和磁感应强度Ｂ的关系是（　　）。
Ａ．磁感应强度Ｂ大，磁通Φ小
Ｂ．磁通Φ大，磁感应强度Ｂ一定大
Ｃ．磁通Φ和磁感应强度Ｂ成正比增大
Ｄ．磁感应强度Ｂ等于磁通Φ与它在垂直方向所通过的面积之比

１６．如图１２３所示，一段导体ＡＢ在匀强磁场中运动，其结果是（　　）。
Ａ．不产生感应电动势
Ｂ．有感应电动势，Ａ点和Ｂ点电位相同
Ｃ．有感应电动势，Ａ点电位高
Ｄ．有感应电动势，Ｂ点电位高

图１２３ 图１２４

１７．如图１２４所示，有两根平行导轨ＡＢ，ＣＤ置于匀强磁场中，Ｂ，Ｄ分别接检流计的正负接
线柱。若金属导体ＥＦ在平行导轨上无摩擦向右滑动，则检流计的指针（　　）。

Ａ．反偏　 Ｂ．不动　 Ｃ．正偏　 Ｄ．左右摆动
四、作图题

１．在图１２５中，分别标出了电流Ｉ，磁感应强度Ｂ和电磁力 Ｆ３个物理量中的两个量，试画
出第三个物理量的方向。

图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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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试判定图１２６中载流导体受作用力Ｆ的方向。

图１２６

３．在图１２７中，判断出电流产生的磁场方向或电源的正负极性。

图１２７

４．如图１２８所示，在与磁场垂直的平面内放一矩形金属框，框的一边 ＡＢ可紧靠框架无摩
擦地滑动。试标注当ＡＢ边下落时框中感应电流的方向。

图１２８
５．如图１２９所示中，在一根长直导线中通有电流ｉ，靠近直导线放置矩形线圈ＡＢＣＤ。试标

出矩形线圈向右平移时，框中产生的感应电流方向。

图１２９

６．如图１３０所示电路中，当ＲＰ滑动触头向下滑时，①请标出图中导体ＡＢ中的感应电流方
向；②判断导体ＡＢ受力后的运动方向。

图１３０

７．如图１３１所示电路中，当条形磁铁插入线圈瞬间，线圈中有无感应电流的产生？若有，
则请标出感应电流的方向，并说明电压表的偏转情况。

图１３１

五、作图题

１．在匀强磁场中，放置一根与磁力线垂直的导线。已知导线长０．２ｍ，导线中通有０．４５Ａ
的电流，若导线受力为０．０４５Ｎ，求该磁场的磁感应强度？

２．３个相同的电容器接成如图１３２所示的电容器组，设单个电容器的电容为６０μＦ，则电
容器组的总电容ＣＡＢ是多少？

图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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