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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频域分析法属于变换域分析法，各种变换域分析

法在解决电路计算问题或其它工程问题时发挥着重要

作用。在前面将正弦量变换为相量然后再加以分析的

方法也属于电路的变换域分析法。其原理同样适用于

本章的复频域分析法，只是分析问题的对象不同，因

而所用的数学变换也不同。本章针对高阶动态电路

首先简要介绍拉普拉斯正反变换及其基本性质；

然后建立电路的复频域模型，包括基尔霍夫定律的复

频域形式和元件方程的复频域形式，并在此基础上讨

论复频域分析法；

最后讨论网络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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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t 在t>0及t=0的某一邻域内有定义，且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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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常用到符号:

9.1  拉普拉斯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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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函数的拉普拉斯变换

1．单位阶跃函数

2．指数函数

)()( ttf 3．单位冲激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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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函数拉普拉斯变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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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为正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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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函数线性组合的拉氏变换等于各原函数拉氏变换

的同一线性组合。
象函数的拉氏反变换亦有相同的线性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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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唯一性质

9.2  拉普拉斯变换的基本性质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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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性质表明一个函数求导后的拉氏变换等于这个函数
的拉氏变换后乘以复参量s，再减去0-时刻的起始值。

3  时域微分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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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4  时域积分性质

一个函数积分后的拉氏变换等于这个函数的拉氏变换
除以复参量s。

拉普拉斯变换的基本性质

【解】

2 2

s

s 



0

0 0{ ( ) ( )} e ( )
st

f t t t t F s 
  L5  时域延迟性质

f (t)延迟至t0的拉氏变换

等于原函数拉氏变换乘以因子 0e
st

6  频域位移性质 ]0)[Re()()}(e{  asasFtfat
L

一个函数乘以指数函数 eat的拉氏变换
等于其象函数位移a

)(lim)(lim)0(
0

ssFtff
st 

 


7  初值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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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终值定理

拉普拉斯变换的基本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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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函数卷积的象函数等于相应象函数的乘积；
象函数乘积的原函数等于原函数的卷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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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例题1】求 的象函数

查表（+频域位移性质）

由初值定理得

由终值定理得

9  卷积定理

拉普拉斯变换的基本性质



在线性集中参数电路中，电压和电流的象函数都是
s的有理分式，可以展开成部分分式之和的形式, 对每

个部分分式求原函数是很简单的。
再根据反变换的线性性质，将所有部分分式的原函

数代数相加，就得所求象函数的原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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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n > m：

9.3  拉普拉斯反变换

集中参数电路的象函数F(s)可表示成下列有理分式:

分单根、复根、重根几种情况D(s) =0 根据

2、 ： n > mmn 



(1) D(s) =0 只有单根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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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例题2】求 的原函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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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洛比达法则求系数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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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9.5】求 的原函数。

(2) D(s) =0 有单复根时→共轭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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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s) =0有重根时

【例题9.6】求 的原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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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系数：

14)1(
)2)(1(

410
lim

1
)2)(1(

410
lim

2

2

1
2

2

2

0
1

















s
sss

s
A

s
sss

s
A

s

s

2
2

2 22

2
2

1 22

10 4
lim ( 2) 22

( 1)( 2)

d 10 4
lim ( 2) 13

d ( 1)( 2)

s

s

s
B s

s s s

s
B s

s s s s






  

 

 
   

  

1 2

1 2 2 1( ) { ( )} e ( )et tf t F s A A B t B      L

2=1 14e (22 13)et tt   

1、n > m：



2、 ：mn 

1

1 1 0

1

1 1 0

( )
( )

( )

m m

m m

n n

n n

b s b s b s bN s
F s

D s a s a s a s a









   
 

   

sss

ssss
sF

107

122249
)(

23

234




【补充例题3】求 的原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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