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验与创新实践教育中心

实验报告

课程名称： 电路实验 IB

实验名称： PSpice 仿真实验 1（基础电路与动态电路时域分析）

姓名： psp

实验日期： 2023 年 10 月 9 日 评分：

教师评语：

教师签字：

日 期：



一、实验目的

1． 正确掌握 PSpice 仿真软件的使用方法；

2． 掌握运用 PSpice 仿真软件分析直流电路、正弦电路的仿真方法；

3． 掌握运用 PSpice 仿真软件分析暂态电路的仿真方法；

4． 进一步理解直流电路、正弦电路和暂态电路的原理。

二、实验设备及元器件

三、实验原理（重点简述实验原理，画出原理图）

1. Pspice 简介

Pspice 是由 SPICE（Simulation Program with Intergrated Circuit Emphasis）发展而来的用于微机系列的

通用电路分析程序。Pspice 软件是一个通用的电路分析程序，它可以仿真和计算电路的性能。由于该

软件提供了丰富的元件库，使得各种常用元器件随手可得，在软件上我们可以搭建任何模拟和数字或

者数模混合电路。该软件使用的编程语言简单易学，对电路的计算和仿真快速而准确，强大的图形后

处理程序可以将电路中的各电量以图形的方式显示在计算机的屏幕上，就像一个多功能、多窗口的示

波器一样。PSPICE 软件具有强大的电路图绘制功能、电路模拟仿真功能、图形后处理功能和元器件

符号制作功能，以图形方式输入，自动进行电路检查，生成图表，模拟和计算电路。它的用途非常广

泛，不仅可以用于电路分析和优化设计，还可用于电子线路、电路和信号与系统等课程的计算机辅助

教学。与印制板设计软件配合使用，还可实现电子设计自动化。被公认是通用电路模拟程序中优秀的

软件，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2． 线性直流电路分析：

（1）PSpice 对线性直流电路进行分析时，常用的分析类型有直流扫描分析（DC）和直流工作点分析。

直流工作点分析中电路的电源参数值是固定的，分析结束后，PSpice 会自动显示节点电压、支路电流

和功率的数据形式输出结果，没有波形输出。DC 分析时，电源可在一定范围内按扫描变量的变化规

律进行变化，这种分析方法为后续的设计工作提供了有效的手段；为了得到节点电压或支路电流数据

形式输出结果，还必须在该节点或支路上放置输出标志符，否则只有波形输出，实验中应特别注意。

（2）实验中如何正确解读电压和电流的方向是分析 DC 仿真结果的关键。PSpice 可根据输入的电路

图为元件自动设定电压和电流的参考方向。例如，电阻元件 R 电流参考方向规定是从 1 号脚流进，

2号脚流出。电阻元件引脚定义为初始水平位置的电阻左侧引脚号成为“1”，右侧引脚号为“2”。

所以，若电流通过引脚 2 流入 R，则 I（R）就是负值。放置输出标志符时也应注意标志符上面的方

向。

（3）如果需要分析电路中某一电阻或其他参数值变化对电路特性的影响，往往将此参数设置为 Global
参数，即通用参数，然后再进行 DC 分析。实验中测量直流电路的最大输出功率时，即可运用此方

法得到功率随扫描变量的变化曲线，然后从曲线上求出最大功率值。



3． 正弦电流电路分析：

（1）PSpice 可用 AC 分析方法对正弦电流进行相量计算和分析。AC 分析是在频域中进行的，当输

入信号的频率变化时，它能够计算出电路的幅频响应和相频响应。AC 分析时，所有的变量都被认为

是复数变量，而且电路中必须设置一个交流电源，电源的幅度常用有效值表示。

（2）用 PSpice 测量交流信号幅值和相位的方法：1 在电路中放置输出标识符，从数据形式结果输

出文件中确定幅值或相位。2 做出幅频或相频特性曲线，利用标尺测量出所求频率点对应的电压幅值

或相位。

4． 动态电路的时域分析：

（1）在电路理论中，电容电压��(�)和电感电流��(�)称为电路的状态变量。对 RLC 二阶电路，状态

变量��(�)、��(�)看作是 u-i 平面上的坐标点，这种平面就成为状态平面，其中 t 作为参变量。由状

态变量在状态平面上所确定的点的集合，叫做状态轨迹。

（2）利用 PSpice 观察状态轨迹，可采用 Probe 提供的改变坐标轴变量设置的方法，使 X 轴、Y 轴

坐标变量分别为电容电压和流过电感的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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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直流电路直流工作点仿真分析：按图 4-11参数进行仿真

保存仿真电路图截屏和仿真输出结果，要求课上给老师看仿真结果照片。

2、 直流电路 DC分析：按图 4-13参数进行仿真分析

保存仿真电路图截屏和仿真输出波形，要求课上给老师看仿真结果波形照片。

3、 正弦电路 AC分析：按图 4-17参数进行仿真分析

保存仿真电路图截屏和仿真输出电压波形（幅频特性）和相频特性曲线，要求课上给老师看仿真

结果波形照片。

4、动态电路时域分析：按图 4-21参数进行仿真分析

保存仿真电路图截屏和仿真电容充放电电压波形，要求课上给老师看仿真结果波形照片。

5、RLC二阶电路响应分析：按图 4-24 电路及参数进行仿真

保存仿真电路图截屏和仿真电容电压波形，要求课上给老师看仿真结果波形照片。

四、实验过程

（叙述具体实验过程的步骤和方法，记录实验数据在原始数据表格，如需要引用原始数

据表格，请标注出表头，如“实验数据见表 3-1”）

本次实验过程可简述，不需要描述软件的使用。需要记录遇到的问题，以及最后的解决

方案。

1、要注意导包，并使用包内的电路元件

2、要注意电路要接地，否则元器件浮空

3、要注意不能把电流表之类的短接了

4、要注意导线要连到元件的端子上

五、实验数据分析

（按指导书中实验报告的要求用图表或曲线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并对实验结果

做出判断，如需绘制曲线请在坐标纸中进行）

1、 直流电路直流工作点仿真分析：（打印出电路图和输出波形图，贴上）

保存仿真电路图截屏和仿真输出结果。



2、 直流电路 DC分析：（打印出电路图和输出波形图，贴上）

保存仿真电路图截屏和仿真输出波形。

3、 正弦电路 AC分析：（打印出电路图和输出波形图，贴上）

保存仿真电路图截屏和仿真输出电压波形（幅频特性）和相频特性曲线。



4、动态电路时域分析：（打印出电路图和输出波形图，贴上）

保存仿真电路图截屏和仿真电容充放电电压波形。



*5、RLC二阶电路响应分析：（打印出电路图和输出波形图，贴上）

保存仿真电路图截屏和仿真电容电压波形，分析验证是否与操作性实验测试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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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问题思考

（回答指导书中的思考题）

1、比较虚拟仿真实验方法与操作性实验方法的不同？

虚拟仿真实验方法和操作性实验方法是两种不同的实验方法，它们在多个方面存在

差异。以下是它们的主要区别：

（1）操作性实验方法通常涉及物理实验，即在真实世界中执行实验，使用真实的物体和

设备。这些实验可以在实验室或现场进行。

虚拟仿真实验方法使用计算机模拟和虚拟环境来模拟实验场景。实验者与虚拟对象或

环境进行交互，而不是与真实物体互动。

（2）操作性实验通常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包括实验室设备、材料和人力资源。这可能

需要更多的时间和金钱。

虚拟仿真实验通常需要较少的物理资源，因为它们在计算机中模拟，只需要相应的软

件和硬件资源。

（3）操作性实验可能涉及潜在的危险或风险，尤其是在处理危险化学品或进行高风险实

验时。这可能需要采取额外的安全措施。

虚拟仿真实验通常更安全，因为它们不涉及真实世界的物理风险，实验者可以在虚拟

环境中学习和练习，而不必担心安全问题。

（4）虚拟仿真实验通常更容易控制和重复，因为它们可以在相同的虚拟环境中多次进行，

而且可以轻松调整实验参数。

操作性实验可能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难以完全重复，因此可能需要更多的注意力来

确保实验的一致性。

总之，虚拟仿真实验方法和操作性实验方法各有优点和局限性，选择哪种方法取决于

具体的应用场景和实验目标。有些情况下，两者也可以结合使用，以充分利用它们的优

势。

七、实验体会与建议

体验了如何在电脑上做仿真实验，感受到了仿真实验和实操实验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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