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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电路定理

内容提要

1. 叠加定理
齐性定理

2. 替代定理
3. 戴维南定理和诺顿定理
4. 特勒根定理
5. 互易定理
6. 对偶原理

难点：各电路
定理应用的条
件、电路定理
应用中受控源
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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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叠加定理（重点）

1. 对于线性电路，任何一条支路的电流(或电压)，
都可以看成是各个独立源分别单独作用时，在
该支路所产生的电流(或电压)的代数和。线性电
路这一性质称叠加定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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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用叠加定理时注意以下各点：

(1)叠加定瀆不ဂ用于非线性电路；
(2)叠加时，电路的联接以及电路所有电阻和受控
源都不予更动。
所谓电压源不作用，是戊该电压源的电压置
零，即在该电压源处用短路替代；
电流源不作用，是把该电流源的电流置ᛶ ，即
在该电流处用开路替代；

(3)叠加时要汨意电流同电压的参考方向；
(4)功率不能叠加！
(5)电源分别作用时，可以“单干”，也可以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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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例题分析 求I 和 U。

电压源单独作用时：

电流源单独作用时：
+

-
120V

I

U
-

6W

3W 4W

2W

12A

+

I(1) =

(2+4)3+
3× (2+4)

6 +

120
=15 A

U(1) =
(2+4)3+

3 I(1)
×4 = 20 V

I'1=
6×3
6+32+4+

4 ×12

= 6 A

I(2)= 3
6+3

×6 = 2 A

U(2)=-6×4= -24 V

I=17A ， U=- 4A

(1)I(2)

U
-

6W

3W 4W

2W

12A

+

I'1 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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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85 例4–2 含受控源的情况

u3= -6+ 25.6=19.6V

10i1

+

-
10V

R1

4A

R2

i2

+ -

u3

6W

i1

4W
+

-

i1
(1)
=i2

(1)=
6+4
10 =1A

u3
(1)

=-10 i1
(1)
+ 4 i2

(1)= -6V

i1
(2)
=-6+4

4 ×4= -1.6A

u3
(2)
=-10 i1

(2)-6i1
(2)= 25.6V

10i1

+

-
10V

R1

R2

i2

+ -

u3

6W

i1

4W

+

-

(1)

(1)

(1)

10i1R1

4A

R2

i2

+ -

u3

6W

i1

4W

+

-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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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86 例4–3
10i1

+

-
10V

R1

4A
R2

i2

+ -

u3

6W

i1

4W +

-+

-
6V

u3 = 19.6V
(1)

把10V电压源和4A电
流源合为一组，引用
上例结果：

i1
(2)
=i2

(2)
= 6+4

-6 = -0.6A

u3
(2)

= -10 i1
(2)
- 6 i1

(2)

= -16×(-0.6)

10i1

+

-
6V

R1

R2

i2

+ -

u3

6W

i1

4W

+

-

(2)

(2)

(2)

= 9.6 V

u3= = 29.2Vu3
(1)+ u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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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齐性定理 f(Kx) = K f(x)

•当所有激励(电压源和电流源)都增大或缩小K倍
(K为实常数)时，响应(电流和电压)也将同样增
大或缩小K倍。

•首先，激励指独立电源；
•其次，必须全部激励同时增大或缩小K倍。
•显然，当电路中只有一个激励时，响应将与激
励成正比。

•用齐性定理分析梯形电路特别有效。

uf = ∑
m=1

g
kf m us Kf m is+∑

m=1

h
K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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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87 例4–4
求各支路电流。

先用“倒退法”
设 i5=i'5=1A

+

-
120V

R1

R2

i22W

i1

20WuS

R3

2W

i3

i4

R4

20W

R5

2W

i5

R6

20W

A B

C
u'BC =(2+ 20) i'5= 22V

i'4 =
u'BC

R4
=22

20
=1.1A

i'3=i'4+i'5 = 2.1A

u'AC=R3i'3+ u'BC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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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87 例4–4
求各支路电流。

先用“倒退法”
设 i5= i'5 =1A

得 u'S =33.02V
再用齐性定理修正：

+

-
120V

R1

R2

i22W

i1

20WuS

R3

2W

i3

i4

R4

20W

R5

2W

i5

R6

20W

A B

C

将u'S增大 K= 120
33.02

倍，各支路电流将同
时增大K≈3.634倍。

i1=K i'1 ≈ 12.39A

i2=K i'2 ≈ 4.76A

i3=K i'3 ≈ 7.63A

i4=K i'4 ≈ 4.00A

i5=K i'5 ≈ 3.6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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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替代定理

•给定一个线性电阻电路，若第k条支路的电压
uk和电流ik为已知，那么这条支路就可以用下
列任何一个元件去替代：

(1)电压等于uk的独立电压源；

(2)电流等于ik的独立电流源；

•替代后，该电路中其余部分的
电压和电流均保持不变。

(3)阻值等于 的电阻。
uk

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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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定理的示意图

usk

ik

N +

-

Rk
+

-

uk

注意极性！

us=ukN
+

-

用电压源替代

N

用电流源替代

is=ik

注意方向！

N

用电阻替代

R=
uk
ik



2010年3月3日星期三 14

直观地理解

•对给定的一组线性(或非线性)代数方程，只要存在
唯一解，则其中任何一个未知量，如果用解答值去
替代，肯定不会引起其它变量的解答在量值上有所
改变。

•对电路问题，根据KCL、KVL列出方程，支路电压
和电流是未知量，激励源是已知的。

•把某支路确定的电压uk(或电流ik)用数值为uk (或ik )
的理想电压源(或电流源)替代，就相当于把未知量
用其解答值去替代，不会引起任何一个支路电压和
电流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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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uk替代时的情况说明

•替代前后连接相同，故两个电路
的KCL和KVL也相同。

•两个电路的“N”相同，故“N”部分
的支路约束关系也一样。

•在新电路中，k支路被uk约束，而
电流则可以是任意的。

•可见，原电路的所有电压和电流
满足新电路的全部约束关系。

•若原电路各支路电压和电流均有
唯一解，则新电路也有，而且原
电路的解就是新电路的解。

usk

ik

N +

-

Rk
+

-

uk

ik

ukN
+

-

原电路

新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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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被替代的支路可以是有源
的，也可以是无源的（例
如只含有一个电阻）。

但不能含有受控源或是受
控源的控制量！

•替代定理也称置换定理。电路分析
时可简化电路；有些新的等效变换
方法与定理用它导出；实践中，采
用假负载对电路进行测试，或进行
模拟试验也以此为理论依据。

+

-
uR

usk

ik

N +

-

Rk
+

-

uk

ik

ukN
+

-

原电路

新电路

uR为“N”中某个受控源的控制量，

替代后uR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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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举例1

已知 u3=8V
求i1、i2、i3时可

用替代定理。+

-
20V

i2
6W

i1

8W +

-
4V

4W

i3

+

-

u3

+

-
20V

i2
6W

i1

8W

i3

+

-u
s=

u 3
=8

V 用8V
电压
源替
代 u3

i2=
8
8
= 1A

i1=
20-8

6
= 2A

i3 =i1-i2 =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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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举例2

若已知 i3 = 1A
可用替代定理求 i1、
i2、u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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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例题：求 i1

+

-

i1

8V

3W 6W
5W

8W
2W

4A

+

-
6V

1W

+

-
6V

1W

2W

+

8V

+⬀�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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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戴维宁定理和诺顿定理

•对一个复杂的电路，有时我们只对局部的电压
和电流感兴趣，例如只需计算某一条支路的电
流或电压：

•此时，采用戴维宁定理或者是诺顿定理，就比
对整体电路列方程求解简单。

+

-
10V R

5kW i3mA

20kW

16kW +

-

u

i=?
或 u=?
或 R=?能获得

最大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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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戴维宁定理（重点）！

一个线性含源一单口Ns，对外电路来说，可以用一

个电压源和电阻的串联组合等效置换。电压源的电
压等于Ns的开路电压uoc，电阻等于Ns中所有独立源
置零时的输入电阻Req。

+

-
10V R

5kW i3mA

20kW

16kW +

-

u

1

1'

含独立电源的一单口Ns 外电路

+

-

Req

i

uoc
R

+

u

-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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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线性含源一单口Ns，对外电路来说，可以用一

个电压源和电阻的串联组合等效置换。电压源的电
压等于Ns的开路电压uoc，电阻等于Ns中所有独立源

置零时的输入电阻Req。

+

-

Req

i

uoc
R

+

u

-

1

1'

+

-
10V

5kW 3mA

20kW

16kW +

-

uoc

1

1'NS化为无源网络N0

R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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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证明：

应用替代定理和叠加定理。

i

NS R0

+

-

u

1

1'
i

NS

+

-

u

1

1'

is=i

i(1)=0

u(1)=uocNS

+

-

1

1'

u(2)

N0

+

-

1

1'
is=i

i(2)=i

=-iReq

+

-

Req

i

uoc
R

+

u

-

1

1'

u=u(1)+u(2)

=uoc-iR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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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分析1
P93例4–5

由结点电压法 +

-
40V

R4

4W

i3

5W

us1

R1

+

40V

2W

us2

R2

-

R3

10W

R5 8W

R6

2W
uoc

uoc

无压降

uoc =
R1

1
+

R2

1
R1

us1 +

=
0.25+0.5
10+20

= 40V

R4

4WR1 2WR2

10W

R5 8W

R6
2W

Req

Req
R2

us2

= 4+2
4×2 + 10 +(8+2)

10× (8+2)

= 1.33 +5 = 6.33W

+

-

Req

i3

uoc

R3

i3 =
6.33+5

40

= 3.5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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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分析2，求戴维宁等效电路。

解法1：
∵ R3无压降
∴ uoc= uao

由结点法

a

-

+
25V

R1 5W
3A

20W

4W

R2

is2

us1

R3

o

1

1'

uoc =

5
1

20
1+

5
25+ 3

=
4+ 1

100+ 60 =32V

+

-

Req

uoc

1

1'

Req=4+
5+ 20

5×20
= 8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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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分析2，求戴维宁等效电路。

解法2：在端口处加 u，写出u－i关系：

与 u=uoc-Req i

比较得：

i
+

-
u

a

-

+
25V

R1 5W
3A

20W

4W

R2

is2

us1

R3

o

1

1'

+

-

Req

uoc

1

1'

+

-

u

i

uao=

5
1

20
1+

5
25+ 3

+
4
1

+
4
u
=

2
u +16

uao=4 i+ u

消去uao得 u= 32-8 i

uoc=32V
Req=8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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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诺顿定理

•一个线性含源一单
口Ns，对外电路来
说，可以用一个电
流源和电阻的并联
组合等效置换。电
流源的电流等于Ns

的短路电流isc，电
阻等于Ns中所有独
立源置零时的输入
电阻Req。

i

NS

+

-

u

1

1'

NS

+

-

u

1

1'

isc

N0

1

1'

Req

戴维宁定理和诺顿定理
统称等效发电机定理。

+

-

1

1'

isc

Req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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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94 例4–7 (含受控源的情况)

+

-
40V

5kW
0.75i1

20kW

i2

1

1'

i1i5
f
Q
ql Tc 0 re
74
ql Tc 0 re
806.4F3 27.96 Tf1 0n5 337.re
41.41.08 267.re
0 T
15635 475.
0 T
15635 475.
41.41.l5 337.re
41.41.F3 27. c
ET46 0 rg
65.79 47 061.l5 331
ET46 0 rl7. c
ET46 0 r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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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最大功率传递定理

求得：R = Req

线性单口网络传给外接负
载电阻最大功率的条件：
负载电阻与戴维宁(或诺
顿)等效电阻相等。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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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知新

1. 当含源一端口网络NS的等效电阻
Req=0时，则该网络只有戴维宁等效电
路，而无诺顿等效电路。

2. 当含源一端口网络NS 的等效电阻Req→∞时，则
该网络只有诺顿等效电路，而无戴维宁等效电路。

NS

1

1'

教材P110的习题4-13。

3. 最大功率传输定理用于一端口电路给定，负载电
阻可调的情况；一端口等效电阻消耗的功率一般并
不等于端口内部消耗的功率，因此当负载获取最大
功率时,电路的传输效率并不一定是50%；计算最大
功率问题结合应用戴维宁定理或诺顿定理最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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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求图示电路中的电压U。

+

-
24V

6W

U

3W
1A

6W

6W

6W 3W
+

-

解：本题用诺顿定理求
比较方便。因短路电流
比开路电压容易求。

+

-
24V

6W

3W

6W

6W

6W 3W ISC

6W

3W

6W

6W

6W 3W R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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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特勒根定理

定理1
对于一个具有n个结点b条
支路的电路，假设各支路
电流和支路电压取关联参
考方向，并令 (i1, i2, ···, ib)、
(u1, u2, ···, ub) 分别为支路
的电流和电压，则对任何
时间t，有

•证明：用结点电压
表示各支路电压：

① ③

②

1

2 3
4

5
6

0

∑
b

k=1
uk ik= 0

un1= u1，
un2= u5
un3= u6
u2 = un1- un2
u3 = un2- un3
u4= un3 - u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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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1i1+ u2i2+ u3i3

=un1i1+(un1-un2)i2+(un2-un3)i3

+(un3-un1)i4+un2i5+un3i6

=un1 (i1+i2-i4)+un2 (-i2+i3+i5)

+un3 (-i3+i4+i6)
① ②

③

=0

•证明：用结点电压
表示各支路电压：

① ③

②

1

2 3
4

5
6

0

un1= u1，
un2= u5
un3= u6
u2 = un1- un2
u3 = un2- un3
u4= un3 - un1

∑
6

k=1
uk ik

+ u4i4+ u5i5+ u6i6

把支路电压换成结点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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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1表明：对任何一个电路，全部支路吸
收的功率之和恒等于零。

•或者说，发出的功率等于吸收的功率。也称
功率守恒定理或功率定理(power theorem)。

•定理1对支路内容没有任何限制。

对任何由线性、非线性、时变、时不变元件
组成的集总电路都适用。

∑
b

k=1
uk ik= 0

uk与ik的参考方向关联：+uk ik

uk与ik的参考方向非关联：-uk 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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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2

如果有两个具有n个结点和b条支路的电路，它
们具有相同的图，但由内容不同的支路构成。
假设各支路电流和支路电压取关联参考方向，
并分别用 (i1, i2, ···, ib)、(u1, u2, ···, ub)

表示两电路中b条支路的电流和电压。

和 ( i1, i2, ···, ib )、( u1, u2, ···, ub )^ ^ ^ ^ ^ ^

则在任何时间t，有

∑
b

k=1

uk ik= 0^ ∑
b

k=1

uk ik=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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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形式Ⅰ的证
明过程类似

①䝑

2>]TJ 0 Tc 0 Tw /32 27.96 Tf1 0 0 1141941123 36(u3)Tj 0 Tc 0 Tw / 1 17.96 Tf1 0 0 11.634023 367(12>]TJ 0 Tc 0 Tw /32 27.96 Tf1 0 0 12275 5223 36(u3)Tj 0 Tc 0 Tw / 1 17.96 Tf1 0 0 12393 585  Tm(42>]TJ 0 Tc 0 Tw /32 27.96 Tf1 0 0 1234043123 36(u3)Tj 0 Tc 0 Tw / 1 17.96 Tf1 0 0 12541 -25  Tm(52>]TJ 0 Tc 0 Tw /32 27.96 Tf1 0 0 12975 0923 36(u3)Tj 0 Tc 0 Tw / 1 17.96 Tf1 0 0 13.11 025  Tm(62>]TJ 0 Tc 0 Tw /32 27.96 Tf1 0 0 126120823 36(u3)Tj 0 Tc 0 Tw / 1 17.96 Tf1 0 0 12.754779  Tm[3)>]TJET
Q
q
1 J
0 0 0 RG
2.27 w
n5932.55 397.4 m4905.55 47164lm6934.43 417.4 l
h
S
Q
q
1 j
10 M
0 0 0 RG
2.27 w
n5932.55 769956 m5932.55 377.96lm
S
Q
q
1 j
0 0 0 RG
2.27 w
n6933.47 449.04 m6822.07 541.246480.43 567.45932.55 567.4 c5483.11 567.45040.63 593.564905.67 470926 c
S
Q
q
0 0 0.79 rg
n4905.55 459956 m4827.67 472.96 825.27 763.56 825.27 701.68cm4857271 367884827.67 6354 4905.55 6354 cm4933.43 4354 4935.83 467884935.83 701.68cm4935.83 763.56 933.43 472.96 905.55 459956 c
h
f*
Q
q
1 J
1 j
0 0 0.79 RG
0.71 w
n4905.55 459956 m4827.67 472.96 825.27 763.56 825.27 701.68cm4857271 367884827.67 6354 4905.55 6354 cm4933.43 4354 4935.83 467884935.83 701.68cm4935.83 763.56 933.43 472.96 905.55 459956 c
S
Q
q
0 0 0.79 rg
n5932.55 459956 m5897.67 472.965867271 4325965867271 401.68cm5867271 3678 5897.67 4354 5932.55 7354 cm5953.43 4354 5975.83 467885975.83 401.68cm5975.83 4325965953.43 472.965932.55 459956 c
h
f*
Q
q
1 J
1 j
0 0 0.79 RG
0.71 w
n5932.55 459956 m5897.67 472.965867271 4325965867271 401.68cm5867271 3678 5897.67 4354 5932.55 7354 cm5953.43 4354 5975.83 467885975.83 401.68cm5975.83 4325965953.43 472.965932.55 459956 c
S
Q
q
0 0 0.79 rg
n6933.83 467.4 m6930.95 467.46882.55 4756882.55 427128cm6882.55 769.246930.95 4699566933.83 469956cm6936.71 4699566939.11 469.246939.11 427128cm6939.11 4756936.71 467.46933.83 467.4 c
h
f*
Q
q
1 J
1 j
0 0 0.79 RG
0.71 w
n6933.83 467.4 m6930.95 467.46882.55 4756882.55 427128cm6882.55 769.246930.95 4699566933.83 469956cm6936.71 4699566939.11 469.246939.11 427128cm6939.11 4756936.71 467.46933.83 467.4 c
S
Q
q
0 0 0.79 rg
n5932.553767128 m5897.6737671285867271 323825867271 309956cm5867271 377.965897.67343568 5932.55 351.68cm5935.43 33568 5937.83 367.965937.83 379956cm5937.83 323825935.43 7671285932.553767128 c
h
f*
Q
q
1 J
1 j
0 0 0.79 RG
0.71 w
n5932.553767128 m5897.6737671285867271 323825867271 309956cm5867271 377.965897.67343568 5932.55 351.68cm5935.43 33568 5937.83 367.965937.83 379956cm5937.83 323825935.43 7671285932.553767128 c
S
Q
q
BT
108.1909 rg03.59 0 0 rg
 0 Tc 0 Tw /F2 27.96 Tf1 0 0 14.524609  Tm[<013747 512.56 l7.04 389  Tm7.16e
119T
q
BT05692 h23 367.16e80>]TJET
Q
q
108.1909 rg
n5235.83 37568  m5426.154212.48 l 540.59419.48 l 264.27 367128le5235.83 37568  l
h5.43 236.76 m5425.27 56568  l5378.194190.08lh5.43 236.76 l
h
f
Q
q
108.1909 rg
n6633.83 397128 m6467.63422.48 l6425.95 242.48 l6624.27 40568  l6633.83 397128 l
h6502.034223.08 m6423.83 19568  l6425.23 266.76 l6502.034223.08 l
h
f
Q
q
108.1909 rg
n 515.55 42748  m5598.194402.48 l5598.194405.32 l 515.55 405.32 l 515.55 402.48 l
h5589.11 474.76 m5643.83 47148 l5589.11 468048 l5589.11 474.76 l
h
f
Q
q
108.1909 rg
n6247.83 472408 m6488.75 402.48 l6488.75 405.32 l6247.83 405.32 l6247.83 402.48 l
h6467271 474.76 m6549.11 47164lm6467271 468048 l6467271 474.76 l
h
f
Q
q
108.1909 rg
n6025.27 55748  m5817.75 552.48 l5817.75 537.76 l6025.27 537.76 l6025.27 552.48 l
h5823.835230.32 m5763.11 53668  l5823.835405048 l5823.835230.32 l
h
f
Q
q
108.1909 rg
n 933.754467.4 m 933.754242.48 l5918.75 242.48 l5918.75 467.4 l 933.754467.4 l
h5915.91 -5568  m5932.55 187.96lm5897.194-5668  l5915.91 -5568  l
h
f
Q
q
BT3.59 0 0 rg
 0 Tc 0 Tw /0246 Tf1 0 0 16140 389  Tm03)TjET
Q
q
1 J
1 j
3.59 0 0 RG51.55 w
n6162.55 369956 m6093.59 3699566037.83 364.66037.83 367.12cm6037.83 304.166093.59 554. 6162.55 554. cm6237.63 554. 6269.27 404.166269.27 467.12cm6269.27 364.66237.63 3699566162.55 369956 c
S
Q
q
BT3.59 0 0 rg
108.1909 rg
 0 Tc 0 Tw /32 27.96 Tf1 0 0 15907 519  Tm^3)Tj1 0 0 1590749923 36(i3)Tj 0 Tc 0 Tw / 1 17.96 Tf1 0 0 15947 495  Tm(42>]TJ 0 Tc 0 Tw /32 27.96 Tf1 0 0 16296 949  Tm^3)Tj1 0 0 16296 .833 36(i3)Tj 0 Tc 0 Tw / 1 17.96 Tf1 0 0 16383 479  Tm[3)>]TJ
 0 Tc 0 Tw /32 27.96 Tf1 0 0 15306 949  Tm^3i3

k=2>]TJ 0 Tc 0 Tw /F1204.03 Tf1 0 0 1 412 225  Tm(12)Tj
 0 Tc 0 Tw /31227.96 Tf1 0 0 11.55 023 36(u3)Tj 0 Tc 0 Tw /31 17.96 Tf1 0 0 11.9129753 36(k2)Tj
 0 Tc 0 Tw /31227.96 Tf1 0 0 118223023 36(i3)Tj 0 Tc 0 Tw /31 17.96 Tf1 0 0 1190729753 36(k2)Tj09 0 0 rg
 0 Tc 0 Tw /42 27.96 Tf1 0 0 1252230123 36<0020>1212

22



2010年3月3日星期三 38

•两式都有功率的量纲，具有功率守恒的形式，

•或者说，类似于功率守恒定理，故称似功率守
恒定理(quasi-power theorem)。

•定理2有广泛的适用性，能巧妙地用来解决一
些电路问题。

取法相似∑
b

k=1

uk ik= 0^ ∑
b

k=1

uk ik= 0
^

当两个电路以同一个有向图作参考，uk和 ik 的

参考方向与有向图对应支路方向都相同或都相
反时，则取 “+uk ik”，否则取 “-uk ik”。

^

^ ^



2010年3月3日星期三 39

定理2的用法

右图的线性电阻网络有两
种不同的外部条件。根据
特勒根定理2有：

1

1'

线性
电阻
网络

2

2'

+

-
us

i2
i1

R2
+

-
u2

1

1'

线性
电阻
网络

2

2'

+

-
us

i1
^

^

i2
^

R'1
+

-
u1̂

us î1 ++u î2

第3～b项是网络内
各支路电阻上的电
压与电流，显然

∑
b

k=3
îkuk =0

i1û ûs i2+ +∑
b

k=3
ûk ik =0

uk=Rk ik， ûk=Rk ik
^

∑
b

k=3
îkRk ik =∑

b

k=3
îkRk ik

将两式相减并整理得：

us î1+u2 î2= i1u1̂ ûs 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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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应用举例

解：NR为无源电阻网络，只
是具有不同的外部条件。
由定理2得：

I2

+

-
NR

1

1'

2

2'

Us1

I1

Us1

图中NR为无源电阻网络，当
Us1=20V时，测得I1=10A，
I2=2A；若有Us2接在2-2' 端
钮处，3W电阻接在1-1' 端钮

处，并测得 I1= 4A。问Us2=？
^

3W

^

+

-
NR

1

1'

2

2'

Us2

I1

I1
^+0×I2=Us2 I2 -(3 )I1

^ I1

20×4=2Us2-3×4 ×10
Us2=100V



2010年3月3日星期三 41

§4-6 互易定理

⒈引言 在讨论回路电流法和结点电压法时曾经发
现：若电路中只含独立电源和线性电阻，

则有 Rik=Rki， Gik=Gki，即两相邻回路间或是两
相邻结点间的相互影响分别相同。

这一现象说明，此类线性电路有一个重要性
质 — 互易性(reciprocity)。

⒉互易定理的表述

一个仅含线性电阻的网路，在只有唯一一个独立
电源激励的情况下，把激励与响应互换位置，响
应与激励的比值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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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互易定理的三种形式

形式①
即：把激励与响
应互换位置后，
若激励不变，则
响应也不变。

1

1'

线性
电阻
网络

2

2'

+

-
us

i2i1

R2
+

-
u2

1

1'

线性
电阻
网络

2

2'

+

-
us

i1
^

^

i2
^

R'1
+

-
u1̂

1

1'

线性
电阻
网络

2

2'

+

-
us

i2

1

1'

线性
电阻
网络

2

2'

+

-
usi1

^ ^

i2
^

图中电阻网络有不同
的外部条件，根据特
勒根定理2有

us î1+u2 î2 = i1u1
^ ûs i2+

当R'1=R2=0 时，

u1=0^u2=0，

us
=

i2 i1
^

uŝ

若 us=uŝ 则 i2=i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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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求下图的I2

+

-
12V

R3
2W

6W
Us

4W R4

1W

R2
R1

1

1'

2

2'

I2

I1

直接求解：

6+1
6×14+2+

I1=
12

7
48

=
12

A=7
4

I2=6+1
6 7

4 =1.5A

+

-
12V

R3
2W

6W

4W R4
1W

R2
R1

1

1'

2

2'

I1
^

Us
^

用一下互易定理：

因 Us
^ =Us=12V

Î1I2=故

R1+R2=6W =R3

I2=Î1=
12

2
6 +1 2

1 =1.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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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②

•在形式①的基础上，把
电压源换成电流源、短
路电流换成开路电压就
是形式②。

•由特勒根定理2可得：

-is û1+0 =-u2 îs+0

is

u2 û1=
îs

若 is =̂is

u2则 û1=

1

1'

线性
电阻
网络

2

2'

+

-
us

i2

1

1'

线性
电阻
网络

2

2'

+

-
usi1

^ ^

i2
^

1

1'

线性
电阻
网络

2

2'

is
^

u1̂

+

-

1

1'

线性
电阻
网络

2

2'

is
u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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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补充例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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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③

由特勒根定理2可得：

1

1'

线性
电阻
网络

2

2'

is i2

+

-

1

1'

线性
电阻
网络

2

2'
uŝu1

^
+

-

-is û1 ûs+ i2 = 0+0

is
û1=
ûs

i2

若在数值上有 is=ûs

i2 =则 û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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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互易定理注意以下几点

1. 互易前后应保持网络的拓
扑结构及参数不变；
仅激励源搬移，若有内阻
应保留在原来支路中。

2. 互易前后注意电压(源) 与
电流(源)的参考方向。

3. 只适用于一个独立电源
作用，且不含受控源的
线性网络。

us
=

i2 i1
^

uŝ

1

1'

线性
电阻
网络

2

2'

+

-
us

i2

1

1'

线性
电阻
网络

2

2'

+

-
usi1

^ ^

i2
^

形式①

1

1'

线性
电阻
网络

2

2'

is
^

u1̂

+

-

1

1'

线性
电阻
网络

2

2'

is
u2

+

-

is

u1=
îs

u2
形式②

^

1

1'

线性
电阻
网络

2

2'

is 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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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例题

解：用诺顿定理

先求短路电流

NR为无源电阻网络，Us1=20V，
I1=10A， I2=2A。若将Us1接在
2-2'端钮处，并在1-1'端钮处接
3W电阻，问 I1

^ =？

由互易定理形式①

I2
+

-
NR

1

1'

2

2'

Us1

I1

3W
+

NR

1

1'

2

2'

Us1

I1

-

^

+
NR

1

1'

2

2'

Us1
Isc

-
可知：Isc=I2=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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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
Us1

I1

= 20
10
= 2W

1

1'

Isc

Req3W

I1
^

由互易定理形式①

I2
+

-
NR

1

1'

2

2'

Us1

I1

3W
+

NR

1

1'

2

2'

Us1

I1

-

^

� s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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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对偶原理

•电路中一些变量、名词之间具有“地位”相同而性质
“相反”的特性，这些变量、名词称为对偶元素。

常见的对偶元素

N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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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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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偶原理：电路中若某一关系式成立，
那么其对偶关系式也一定成立。

•例如 n个网孔的电流方程 与 n个结点的电压方
程之间就是互为对偶的关系式。

互为对偶的电路及其方程

G1

G2

G3

is1 is2

un1 un2

R2

R1 R3

+

-
us1

+

-
us2

im1 im2

(R1+R2) im1-R2 im2= us1

-R2 im1+(R2+R3) im2= us2

(G1+G2) un1-G2 un2= is1

-G2 un1+(G2+G3) un2= i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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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已知原电路的方程及其解答，则能直接
写出对偶电路的方程及解答。

•使原有电路的计算方法及公式的记忆工作
减少一半。

• 注意：
对偶原理仅适用于平面电路；
对偶并非等效！

利用对偶原理

一个电路N，对偶电路为N ，

并不是指N与N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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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图示电路的U 和 Uab (与教材P49 题2-8类似)。

6W

5A

24W5W

+

-
U

10W4W

Uab

a

b

1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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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结点法

6W

5A

24W5W

+

-
U

10W4W

Uab

a

b

10W

c

f

Ua
+

4
1

6
1 -

4
1 Uc

=5

Uc
+

4
1

10
1 +

10
1-

4
1 Ua

+ =0-10
1 Uf

-10
1 Uc

+
5
1

10
1+ Uf = -5

解之得：

Ua=15V, Uc=5V,

Uf= -15V。

Uab= (Ua-Uc)+ (Uc-Uf)
+ 24×5

=Ua-Uf+ 24×5
=150 (V)

解方程的过
程较麻烦。



2010年3月3日星期三 56

用戴维宁定理(诺顿定理)

求图示电路的U 和 Uab (与教材P49 题2-8类似)。

6W

5A

24W5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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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图示电路的U 和 Uab (与教材P49 题2-8类似)。

6W

5A

24W5W

+

-
U

10W4W

Uab

a

b

10W
c

d

6W 24W5W

10W4W

U'

a

b

10W

c

d

5A

+

-

I'1I'2

I'1=(10+5)+5
5×5 =

2
2.5 A

I'2=
5-1.25

2
=

2
3.75 A

U' = -
2

3.75×4+ 2
2.5×10

= -7.5+12.5= 5V

U是c、d之间的开路电压，用互易定理形式②求U：

U= U' = 5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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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图示电路的U 和 Uab (与教材P49 题2-8类似)。

替代定理

为求Uab，先用5V电
压源替代10W电阻

由 4I2-6(5-I2)=-5
得 I2=2.5A

由 10I1-5(5-I1)=5

得 I1=2A

Uab=4I2+10I1+24×5

6W

5A

24W5W

+

-
5V

10W4W

Uab

a

b

=10+20+120=150V

此法练习了互易定
理和替代定理。

6W

5A

24W5W

+

-
U

10W4W

Uab

a

b

10W
c

d

I2

5-I2

I1

5-I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