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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支路、节点、回路、网孔的概

念;掌握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及其应

用;掌握基尔霍夫电压定律及其应

用;掌握支路电流法;掌握叠加原

理;掌握多支路、多网孔电路的分

析方法;了解理想电压源、理想电

流源的特点及图形符号;掌握电压

源与电流源相互转换的方法;掌握

戴维南定理及其应用.

能正确搭建电路;能使用仪器、仪

表和电子元器件对基尔霍夫电压定

律进行验证;能使用仪器、仪表和

电子元器件对基尔霍夫电流定律进

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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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基尔霍夫定律

基尔霍夫定律包括基尔霍夫电流定律 (KCL)和基尔霍夫电压定律 (KVL),它们是计算和分析电

路的基本定律,反映了电路中各电流、电压之间的约束关系.

在介绍基尔霍夫定律之前,以图２Ｇ１为例,首先介绍几个名词和术语.

１支路

没有分支的电路称为支路.如图２Ｇ１所示,电路有ABE、ACE、ADE 三条支路.

２节点

三条或三条以上支路的交点称为节点.如图２Ｇ１所示,电路中A、E 都是节点,B、C、D 则不是

节点.

３回路

电路中任意一个闭合路径称为回路,回路由一条或多条支路组成.如图２Ｇ１所示,此电路只有三个

回路,分别是ABECA,ACEDA,ABEDA.

４网孔

回路平面上不含支路的回路称为网孔.如图２Ｇ１所示电路中,回路ABECA 和ACEDA 就是网孔,

而回路ABEDA 平面内含有ACE 支路,所以它不是网孔.

图２Ｇ１　电路的名词和术语

２１１　基尔霍夫电流定律

基尔霍夫电流定律 (KirchhoffCurrentLaw,KCL)指出: “在集总电路中,任何时刻,对任一节

点,所有流出节点的支路电流的代数和恒等于零.”此处,电流的 “代数和”是根据电流是流出节点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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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流入节点判断的.若流出节点的电流前面取 “＋”号,则流入节点的电流前面取 “－”号;电流是流

出节点还是流入节点,均根据电流的参考方向判断.所以对任一节点有

∑i＝０ (２Ｇ１)

式 (２Ｇ１)取和是对连接于该节点的所有支路电流进行.

在实际应用中,也可按这样的方法列写 KCL方程:流出节点的电流总和等于流入节点的电流总

和,即

∑i出 ＝∑i入 (２Ｇ２)

这就是基尔霍夫电流定律的另一种表示形式,如图２Ｇ２所示.

若设流入电流为正,可写出 KCL方程为

i１＋i４－i２－i３－i５＝０或i１＋i４＝i２＋i３＋i５

应注意的问题:

对于含有n 个节点的电路,只能列出n－１个独立的电流方程.

列节点电流方程时,只需考虑电流的参考方向,而无须考虑电流的实际方向,当所计算的电流的数

值为负值时,说明实际的电流方向与所选定的电流的参考方向相反,当所计算的电流的数值为正值时,

说明实际的电流方向与所选定的电流的参考方向相同.

【例２Ｇ１】　列写出图２Ｇ３所示电路中节点A 的基尔霍夫电流定律表达式.

图２Ｇ２　基尔霍夫电流节点表示方法

　　

图２Ｇ３　例２Ｇ１图

【解】对于节点A 上的电流,假设流入节点电流为正,流出节点电流为负,那么,根据式 (２Ｇ１)可得

I１＋I２＋ (－I３)＝０

I１＋I２＝I３

可见,基尔霍夫电流定律也可描述为流入节点的电流之和等于流出节点的电流之和.

【例２Ｇ２】　列写出图２Ｇ４中电路基尔霍夫电流定律表达式.

图２Ｇ４　例２Ｇ２图



２３　　　

【解】若设流向节点a 的电流为负,流出节点a 的电流为正,根据 KCL节点电流方程为

I１ －I２ ＋I３ ＋I４＝０
若I１＝９A,I２ ＝－２A,I４＝８A,求I３.

有９－ (－２)＋I３＋８＝０,

所以I３＝－１９A.

I３ 电流为负值,是由于电流参考方向与实际方向相反所致.

２１２　KCL的推广应用

KCL不仅适用于节点,也可推广应用于包括数个节点的闭合面 (可称为广义节点),即通过任一封

闭面的所有支路电流的代数和恒等于零.

对于图２Ｇ５所示电路,应用 KCL可得

图２Ｇ５　具有闭合面的基尔霍夫电流定律

i１＋i４＋i６＝０

－i２－i４＋i５＝０

i３－i５－i６＝０
三式相加得:

i１－i２＋i３＝０
结论:

(１)KCL是电荷守恒和电流连续性原理在电路中任意节点处的反映.

(２)KCL是对节点处支路电流施加的约束,与支路上接的是什么元件无关,与电路是线性还是非线

性无关.

(３)KCL方程是按电流参考方向列写的,与电流实际方向无关.

下面是对于 KCL的推广应用的另外两个典型例子:

图２Ｇ６　基尔霍夫电流定律推广电路之一

　　　　

图２Ｇ７　基尔霍夫电流定律推广电路之二

在图２Ｇ６和图２Ｇ７中,I均为０.

２１３　基尔霍夫电压定律

基尔霍夫电压定律 (KirchhoffVoltageLaw,KVL)指出: “在集总电路中,任何时刻,沿任一回

路,所有支路电压的代数和恒等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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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沿任一回路有

∑u＝０ (２Ｇ３)

式 (２Ｇ３)取和时,需要任意指定一个回路的绕行方向,凡支路电压的参考方向与回路的绕行方向一

致者,该电压前面取 “＋”号;支路电压参考方向与回路绕行方向相反者,前面取 “－”号.

图２Ｇ８中电路选逆时针为绕行方向,则

图２Ｇ８　基尔霍夫电压定律表达式

－E２＋E１＋U４－U３＝０
式中各电压和电动势的正、负符号的确定方法如下:

(１)首先选定各支路电流的方向.

(２)选择回路的绕行方向 (既可沿着顺时针方向绕行,也可沿

着逆时针方向绕行).

(３)电阻元件的端电压为±IR,当通过电阻的电流方向与绕行

方向一致时,该电阻上的电压取正号;否则取负号.

(４)电源电压为±U,当电源电压方向与回路绕行方向一致时,选取正号;否则取负号.

在图２Ｇ９中,各电压、电流参考方向已标出,选取回路绕行方向如图所示.根据 KVL,可得

－U１－US１＋U２＋U３＋U４＋US４＝０
即

－R１I１＋R２I２＋R３I３＋R４I４＝US１－US４

【例２Ｇ３】　图２Ｇ１０为某电路中的一个回路,通过A,B,C,D 四个节点与电路的其他部分相连接,

求电阻R 的大小.

图２Ｇ９　基尔霍夫电压定律电压的参考方向 图２Ｇ１０　例２Ｇ３图

【解】先按 KCL求出图中的未知电流:

IBD＝ [２＋ (－６)]A＝－４A;IDC＝ (IBD＋１)A＝ (－４＋１)A＝－３A
再按 KVL求出电阻R 上的电压:

UBD＝ [－１×２－１０＋５× (－２)＋６－１×IDC]V＝－１３V
从而求出电阻R 为

R＝
UBD

IBD
＝
１３
３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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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４　KVL的推广应用

KVL不仅适用于电路中任一闭合回路,还可推广应用于任一不闭合回路.

如图２Ｇ１１所示电路中,由 KVL可得:

Uab－R３I３＋R２I２－US２－R１I１＋US１＝０
所以

Uab＝－US１＋R１I１＋US２－R２I２＋R３I３

图２Ｇ１１　非闭合回路基尔霍夫电压定律

电路中任意两点间的电压Uab等于从a 点到b点的任一路径上各段电压的代数和.此即求解电路中

任意两点间电压的方法.

结论:

(１)KVL的实质反映了电路遵从能量守恒定律.

(２)KVL是对回路中的各支路电压施加的线性约束,与回路各支路上接的是什么元件无关,与电路

是线性还是非线性无关.

(３)KVL方程是按电压参考方向列写,与电压实际方向无关.

【例２Ｇ４】　图２Ｇ１２所示电路,电阻R 有无电流? 求电压u１ 和u２.

图２Ｇ１２　例２Ｇ４图

【解】u１＝２V,u２＝８V,R 中无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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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基尔霍夫电流定律中的节点电流的方向如何选择?

答:从理论上讲,基尔霍夫电流定律中节点电流的方向选择是任意的,如果选择流入为正,那流出

就为负,如果选择流出为正,那么流入就为负,所以节点电流的选择以方便计算为原则,在同一道题里

面方向统一就行.

２基尔霍夫电压定律中绕行方向如何选择?

答:从理论上讲,基尔霍夫电压定律中绕行方向选择是任意的,如果选择逆时针为绕行方向,那么

顺时针就为负,如果选择顺时针为绕行方向,那么逆时针就为负,在同一道题里面方向保持一致.

２２　　支路电流法

２２１　支路电流法的解题方法

支路电流法是根据 KCL和 KVL及元器件的电压、电流关系 (VoltageCurrentRelation,VCR)建

立电路方程和求解方程的方法.对于线性电阻电路,电路方程是一组线性代数方程.列写电路方程的最

基本方法是支路分析法,由支路分析法为基础得到的网孔分析法和节点分析法具有较少的方程数和变量

数,易于求解.

支路电流法的解题步骤如下:
(１)标出各支路电流的参考方向及回路的绕行方向.
(２)根据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列出各节点的电流方程.如果电路中有n 个节点,则可以列出n－１个

独立电流方程.
(３)根据基尔霍夫电压定律列出回路的电压方程.如果电路中有b个支路电流是未知量,则需要列

出b个独立方程,才能解出各支路电流.而根据 KCL已经列出了n－１个独立的电流方程,所以根据

KVL应当再列出b－ (n－１)个回路电压方程.
(４)求解联立的方程组,得出各支路电流.

２２２　支路电流法的应用实例

【例２Ｇ５】　图２Ｇ１３电路中,若R１＝５Ω,R２＝１０Ω,R３＝１５Ω,E１＝１８０V,E２＝８０V,求各支路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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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Ｇ１３　例２Ｇ５图

【解】待求支路电流有三个.

(１)设电流参考方向.

(２)对节点A 列 KCL方程:

I１＋I２－I３＝０
(３)选网孔绕行方向列 KVL方程:

E１＝R１I１＋R３I３

E２＝R２I２＋R３I３

(４)解联立方程组:

I１＋I２－I３＝０

１８０＝５I１＋１５I３

８０＝１０I２＋１５I３

可得:

I１＝１２A,I２＝－４A,I３＝８A

图２Ｇ１４　例２Ｇ６图

【例２Ｇ６】　如图２Ｇ１４所示电路,已知E１＝４２V,E２＝２１V,R１＝

１２Ω,R２＝３Ω,R３＝６Ω,试求:各支路电流I１,I２,I３.

【解】该电路支路数b＝３、节点数n＝２,所以应列出１个节点电流方

程和２个回路电压方程.

(１)I１＝I２＋I３ (任一节点)

(２)R１I１＋R２I２＝E１＋E２ (网孔１)

(３)R３I３－R２I２＝－E２ (网孔２)

代入已知数据,解得:I１＝４A,I２＝５A,I３＝－１A.

１对于不同的网孔, 它们的绕行方向必须一致吗?

答:不需要一致,每一个网孔都可以有自己的绕行方向.在网孔内部,根据网孔绕行方向列写基尔

霍夫电压定律的方程.

２对于有n 个节点的电路, 可以列多少个独立方程?

答:可以列n－１个独立的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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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叠加定理

２３１　叠加定理的解题方法

叠加定理可表示为:在线性电路中当有多个电源作用时,电路中任意一个支路的电流或电压等于电

路中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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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叠加定理分析电路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１)定理的表述中所谓某个电源单独作用于电路是指其他电源应对电路不起作用,也就是将其他电

源看作零值,为此,应将其他的电压源短路,电流源开路.
(２)叠加定理只适用于线性电路.从数学上看,叠加定理就是线性方程的可加性.前面支路电流法

和节点分析法列出的都是线性方程,所以支路电流或电压都可以用叠加定理来求解.但功率的计算不能

用叠加定理,因为功率不是电源电压或电流的一次函数.

２３２　叠加定理应用实例

【例２Ｇ７】　电路如图２Ｇ１５所示,已知US１＝１２V,US２＝６V,R１＝２Ω,R２＝２Ω,R３＝２Ω,利用

叠加定理求各支路中的电流I１,I２,I３.

图２Ｇ１５　例２Ｇ７图

【解】根据叠加定理,将图２Ｇ１５ (a)分解成图２Ｇ１５ (c)(b),并分别设定各图中电流参考方向.

US１单独作用时,如图２Ｇ１５ (c)所示有

I′１＝
US１

R１＋
R２R３

R２＋R３

＝
１２

２＋
２×２
２＋２

æ

è

ç
ç

ö

ø

÷
÷
A＝４A

I′２＝
R３

R２＋R３
I′１＝

２
２＋２×４
æ

è
ç

ö

ø
÷ A＝２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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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３＝
R２

R２＋R３
I′１＝

２
２＋２×４
æ

è
ç

ö

ø
÷ A＝２A

或 I３′＝I１′－I２′＝ (４－２)A＝２A

US２单独作用时,如图２Ｇ１５ (b)所示有

I″２＝
US２

R２＋
R１R３

R１＋R３

＝
６

２＋
２×２
２＋２

æ

è

ç
ç

ö

ø

÷
÷
A＝２A

I″１＝
R３

R１＋R３
I″２＝

２
２＋２×２
æ

è
ç

ö

ø
÷ A＝１A

I″３＝
R１

R１＋R３
I″２＝

２
２＋２×２
æ

è
ç

ö

ø
÷ A＝１A

或 I″３＝I″２－I″１＝ (２－１)A＝１A
将US１和US２分别作用时产生的电流叠加,也即求其代数和,各电源分别作用时的电流方向与原电路

电流方向一致时取 “＋”,反之取 “－”.

I１＝I′１－I″１＝ (４－１)A＝３A

I２＝－I′２＋I″２＝ (－２＋２)A＝０A

I３＝I′３＋I″３＝ (２＋１)A＝３A
计算结果I２＝０,说明此时电压源US２、R２ 支路既没有释放功率,也没有吸收功率,电池充电达到

额定值就是处于这种状态.

１什么是线性电路?

答:简单来讲,根据电路的电压,电流等变量所列写的方程为一元一次方程的电路就是线性电路,

不包含有功率的电路,因为功率是电压或电流的二次方,所以不是线性电路.

２在应用叠加定理时, 暂时不用的电压源与电流源该如何处理?

答:电压源短路,电流源开路.

２４　　电压源与电流源及其等效变换

电源是电路中提供能量的元件,只有电阻而没有电源的电路中不可能有电流存在,也就没有能量的

转换发生.在实际生活中电源有电池、发电机、直流稳压电源等,本书从实际电源抽象得到两种类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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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模型,即电压源和电流源,它们都是二端有源元件.

２４１　电压源

电压源是由电动势E 和内阻R０ 串联的电源的电路模型.

由图２Ｇ１６电路可得:U＝E－IR０

若R０＝０,理想电压源:U＝E.

若R０ 远小于RL,可近似认为是理想电压源,如图２Ｇ１７所示.

图２Ｇ１６　电压源模型

　　　　

图２Ｇ１７　电压源的外特性

１电压源实际方向

电流从电压源的低电位流向高电位,外力克服电场力移动正电荷做功;电压源发出功率起电源

作用.

常见的电压源有干电池、蓄电池、发电机等.

２理想电压源

如果一个二端元件接入任一电路后,其两端电压总能保持给定的值或一定的时间函数,其值与流过

它的电流i无关,则该元件称为理想电压源,其电路模型如图２Ｇ１８所示,外特性曲线如图２Ｇ１９所示.

图２Ｇ１８　理想电压源电路模型

　　　　

图２Ｇ１９　理想电压源外特性曲线

在理想电压源电路模型当中有:

(１)内阻R０＝０.

(２)输出电压为一定值,恒等于电动势.对直流电压,有U≡E.

(３)恒压源中的电流由外电路决定.

【例２Ｇ８】　设E＝１０V,接上RL 后,求恒压源对外输出电压.

【解】当RL＝１Ω时,U＝１０V,I＝１０A.

当RL＝１０Ω时,U＝１０V,I＝１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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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得到理想电压源特点 (恒压源):

(１)端电压固定不变或是时间t的函数US (t),与外电路无关.

(２)通过理想电压源的电流取决于它所连接的外电路.

(３)理想电压源内阻趋近于０.

实际电压源,其端电压随电流的变化而变化因为它有内阻.

２４２　电流源

电流源是由电流Is和内阻R０并联的电源的电路模型.

由图２Ｇ２０电路可得:

I＝IS－
U
R０

电流源的外特性如图２Ｇ２１所示,若R０＝∞,则为理想电流源:I≡IS.

若R０ 远大于RL,可近似认为是理想电流源.

图２Ｇ２０　电流源模型

　　　　

图２Ｇ２１　电流源的外特性

理想电流源:

其输出电流总能保持定值或一定的时间函数,其值与它的两端电压U 无关的元件叫理想电流源.其

电路模型如图２Ｇ２２所示,理想电流源的外特曲线如图２Ｇ２３所示.

图２Ｇ２２　理想电流源电路模型

　　　　

图２Ｇ２３　理想电流源外特性曲线

在理想电流源模型当中有:

(１)内阻R０＝∞.

(２)输出电流是一定值,恒等于电流IS.

(３)恒流源两端的电压U 由外电路决定.

【例２Ｇ９】　设IS＝１０A,接上RL 后,恒流源对外输出电流.

【解】当RL＝１Ω时,I＝１０A,U＝１０V.

当RL＝１０Ω时,I＝１０A,U＝１００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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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得到理想电流源的特点 (恒流源):

(１)输出的电流恒定不变.

(２)直流等效电阻无穷大.

(３)交流等效电阻无穷大.

实际上,如果一个电流源在电压变化时,电流的波动不明显,我们通常就假定它是一个理想电

流源.

２４３　电压源与电流源的等效变换

电压源与电流源作为两种不同形式的电路模型,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如图２Ｇ２４和图２Ｇ２５所示.

图２Ｇ２４　电压源

　　　　

图２Ｇ２５　电流源

由图２Ｇ２４有:U＝E－IR０.

由图２Ｇ２５有:U＝ISR０－IR０.

等效变换条件:

E＝ISR０,IS＝
E
R０

电压源与电流源进行等效变换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１)电压源和电流源的等效关系只对外电路而言,对电源内部则是不等效的.

(２)等效变换时,两电源的参考方向要一一对应,如图２Ｇ２６所示.

图２Ｇ２６　电压源与电流源变换时方向的对应关系

(３)理想电压源与理想电流源之间无等效关系.

(４)任何一个电动势E 和某个电阻R 串联的电路,都可化为一个电流为IS和这个电阻并联的电路.

【例２Ｇ１０】　求图２Ｇ２７各电路的等效电源.

【解】根据电压源和电流源的特点可得它们对应的化简电源模型,如图２Ｇ２８所示.

【例２Ｇ１１】　试用电压源与电流源等效变换的方法,计算２Ω电阻中的电流,如图２Ｇ２９所示.

【解】应用电压源与电流源等效互换的原则,可以将图２Ｇ２９依次等效为图２Ｇ３０ (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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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Ｇ２７　例２Ｇ１０电路图

图２Ｇ２８　例２Ｇ１０化简后电路图

图２Ｇ２９　例２Ｇ１１电路图

　　

图２Ｇ３０　例２Ｇ１１逐级化简电路图

由图２Ｇ３０ (c)可得:

I＝ ８－２
２＋２＋２
æ

è
ç

ö

ø
÷ A＝１A

【例２Ｇ１２】　试用电压源与电流源等效变换的方法计算图２Ｇ３１所示电路中１Ω电阻中的电流.
【解】根据电压源与电流源等效互换的原则,可以将图２Ｇ３１依次等效为图２Ｇ３２ (a)~ (d).
由图２Ｇ３１ (e)可得

I＝ ２
２＋１×３
æ

è
ç

ö

ø
÷ A＝２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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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Ｇ３１　例２Ｇ１２电路图

图２Ｇ３２　例２Ｇ１２电路图化简步骤

１理想电压源与实际电压源的区别与联系?

答:理想电压源可以看成内阻为零的实际电压源,内阻与电压源串联.

２理想电流源与实际电流源的区别与联系?

答:理想电流源可以看成内阻为无穷大的实际电流源,内阻与电流源并联.



３５　　　

２５　　戴维南定理

２５１　有源二端网络定义

凡是具有两个端子的电路,不管其复杂程度如何,均称为二端网络.如果线性二端网络内部含有电

源就称其为线性有源二端网络,如图２Ｇ３３所示.

２５２　戴维南定理定义

任何一个线性有源二端网络的对外作用,总可以用一个电压源与一个电阻相串联的电路 (即电压源

模型)来等效代替.这个电压源的电压等于线性有源网络的开路电压,串联的电阻等于该网络内部电源

均为零时的等效电阻.应用戴维南定理得到的化简电阻称为戴维南等效电路.

在图２Ｇ３４中,UOC为有源二端网络的开路电压,R０为有源二端网络所有电源都不作用,从a、b 两

点看进去的等效电阻.

图２Ｇ３３　有源二端网络

　　　　

图２Ｇ３４　有源二端网络等效电路

【例２Ｇ１３】　求出下列有源二端网络的开路电压和等效电阻.

【解】根据戴维南定理,图２Ｇ３５中的图 (a)可以等效为图 (c),图 (b)可以等效为图 (d).

由图２Ｇ３５ (c),有

US＝
３

２＋３×４
æ

è
ç

ö

ø
÷ V＝２４V

R０＝
２×３
２＋３＋１
æ

è
ç

ö

ø
÷ Ω＝２２Ω

由图２Ｇ３５ (d),有

US＝ (４＋１×２)V＝６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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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０＝ (２＋８)Ω＝１０Ω

图２Ｇ３５　例２Ｇ１３电路图

１如何除去独立电源?

答:理想电压源用短接线代替;理想电流源用开路代替.

２二端口电路如何等效?

答:任何一个两个端口的电路,我们都可以把它看作一个 “黑匣子”,把它等效为一个电压源或者

一个电流源的形式,等效为电压源时需要串联内阻,等效为电流源时需要并联内阻.

一、 受控电源 (非独立源)

电压或电流的大小和方向不是给定的时间函数,而是受电路中某个地方的电压 (或电流)控制的电

源,称为受控源.两种受控源的符号如图２Ｇ３６、图２Ｇ３７所示.

图２Ｇ３６　受控电流源

　　　　

图２Ｇ３７　受控电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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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诺顿定理

任何一个含源线性二端口电路,对外电路来说,可以用一个电流源和电阻的并联组合来等效置换.

电流源的电流等于该二端口的短路电流,电阻等于该二端口的输入电阻,如图２Ｇ３８、图２Ｇ３９所示.

图２Ｇ３８　有源二端网络

　　　　

图２Ｇ３９　诺顿定理有源二端网络等效电路

一、填空题

１基尔霍夫定律包括 , .

２理想电压源的元件符号 .

３三个电阻分别为１２Ω,６Ω,４Ω,并联时的阻值是 Ω.

４理想电压源输出的 值恒定,输出的 值由它本身和外电路共同决定;

理想电流源输出的 值恒定,输出的 值由它本身和外电路共同决定.

５应用叠加定理时:理想电压源不作用时视为 ,理想电流源不作用时视为 .

６实际电压源模型 “２０V,１Ω”等效为电流源模型时,其电流源IS＝ A,内阻Ri＝ Ω.

二、判断题

１集总参数元件的电磁过程都分别集中在各元件内部进行. (　　)

２电压、点位和电动势定义形式相同,所以它们的单位一样. (　　)

３电流由元件的低电位端流向高电位端的参考方向称为关联方向. (　　)

４电路分析中一个电流得负值,说明它小于零. (　　)

５电路中任意两个节点之间连接的电路统称为支路. (　　)

６应用基尔霍夫定律列写方程式时,可以不参照参考方向. (　　)

７电压电流计算得负值,说明它们的参考方向假设反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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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理想电压源和理想电流源可以等效互换. (　　)

９两个电路等效,即它们无论其内部还是外部都相同. (　　)

１０电路等效变换时,如果一条支路的电流为零,可按短路处理. (　　)

三、计算题

１求图２Ｇ４０所示的有源二端网络的戴维南等效电路.

图２Ｇ４０　计算题第１题的图

２试用叠加定理求图２Ｇ４１所示电路中的电流I.

图２Ｇ４１　计算题第２题的图

３如图２Ｇ４２所示电路,若 (１)R１,R２,R３不定;(２)R１＝R２＝R３.在以上两种情况下,尽可

能多地确定各电阻中各未知电流.

图２Ｇ４２　计算题第３题的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