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恒定电流和电路自测题一 

4．1 元件 A，B，C 的伏安曲线如图所示，哪个元件是线性元件？当三个元件的电压相

同时，哪个元件发热更多些？当通过三个元件的电流相同时。哪个元件发热更多些？ 

4．2 图示电路中，先将开关拨至 1，灯泡发光后，再将开关迅速拨至 2，发现电流表的

读数逐渐增大，最后达一稳定值，试解释此现象。 

4．3 断丝后的白炽灯泡，若设法将灯丝重新搭上后，通常情况下，灯泡总要比原来更

亮些，而且寿命一般不长，试解释此现象。 

4．4 把四个 110 伏，40 瓦的灯泡按图连接起来，电路两端的电压是 220 伏，问这四个

灯泡能否正常发光？若其中一个灯泡的灯丝烧断后，其它三个灯泡会发生什么现象？ 

4．5 在两种均匀导体的界面上，电流线发生“折射”（见图）参看第三章 6.2 节介质中

边界条件的证明。问在两种导体（电导率分别为
1 2
,  ）的界面两侧。 

（1）场强 E 的切线分量是否连续？ 

（2）场强 E 的法线分量是否连续？ 

（3）电流密度 j 的切线分量是否连续？ 

（4）电流密度 j 的法线分量是否连续？ 

（5）试证 

1 2

2 1

tan

tan a

 


  

4．6 焦耳定律可写成
2

P I R ，和
2

U
P

R
 两种形式。从前式看热功率 P 正比于 R，从

后式看 P 反比于 R，究竟哪种说法对？若比较两个电阻串联时的功率，应用哪个公式更方

便？对并联的电阻用哪个公式更方便些？ 

4．7 阻值均为 120 千欧的两个电阻
1

R 及
2

R 串联后与 100 伏电源连续（见图），当用某

个电压表测量 ab 间电压得 40 伏，再去量 bc 间电压时仍得 40 伏，试解释此现象，并间该电

压表的内阻是多少？ 

4．8 判断下列说法是否正确，并说明理由。 

（1）沿着电流线的方向，电势必降低。 

（2）不含源支路中电流必从高电势到低电势。 

（3）含源支路中电流必从低电势到高电势。 



（4）支路两端电压为零时，支路电流必为零。 

（5）支路电流为零时，支路两羰电压必为零。 

（6）支路电流为零时，该支路吸收的电功率必为零。 

（7）支路两端电压为零时，该支路吸收的功率必为零。 

（8）当电源中非静电力做正功时，一定对外输出功率。 

（9）当电源中非静电力做负功时，一定吸收电功率。 

4．9 图中 ACB 段是电源，试问 

（1）
(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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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dl 经

及
( )

B

A
E dl 经D

代表什么？两者是否相等？ 

（2）
(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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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dl 非

经
及

( )

B

A
E dl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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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什么？两者是否相等？ 

（3）
(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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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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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dl 非

经
是否相等？ 

（4）
( )

B

A
E dl 经D

与
( )

B

A
E dl 非

经D
是否相等？ 

（5）令 ( )
j

E E


 
非

从 A 经 C 到 B 作积分得什么定律？ 

（6）令 ( )
j

E E


 
非

从 A 经 D 到 B 作积分得什么定律？ 

（7）令 ( )
j

E E


 
非

从 A 经 ACBDA 作积分得什么定律？ 

4．10 在§6 的例 2 中，电路中任意两点之间，（例如 AC 间）非静电力做了什么功，数

值是多大？这段支路吸收的电功率是多大？ 

4．11 下列各量中哪些是函数？ 

（1）电压；（2）电流强度；（3）电流密度；（4）电动势；（5）电阻；（6）电导；（7）

电导率；（8）电阻率；（9）电功率；（10）热功率密度。 

4．12 如图所示的电路中，开关 K 接通或打开时，问哪一种情况的电流表或者电压表的

读数较大？ 

4．13（a），（b）两图中，两电源电动势与内阻相等，认为电流表内阻为零，电压表内

阻为无限大，问电流表和电压表的读数为多大？又问 

（1）若电流表内阻为零，电压表内阻非无限在，结果如何？ 

（2）若电流表内阻不为零，电压表内阻为无限大，结果如何？ 

4．14 试证：在列基氏第二方程时，只要选定各支路电流的正方向，则不论绕行方向如

何选择，方程形式都一样。 



第四章 恒定电流和电路自测题二 

 

4．1．1 如图所示的导体中，均匀地流有 10 安的电流，已知横截面
1

S =1（厘米 2），
2

S =0.5

（厘米 2），
3

S 的法线与轴线夹角为 60°，试求： 

（1）三个面与轴线交点处 a、b、c 三点的电流密度； 

（2）三个面上单位面积上的通量 dI 。 

4．1．2 一稳恒电流场 ˆj ji （ î 为 x 轴的单位矢）中，有一半径为 R 的球面（见附图）。 

（1）如何用球坐标表示出球面上任一面元的 j 通量 dI ； 

（2）用积分方法求出被 yOz 面分割的两个半球面上的 j 通量。 

4．3．1 一长度为 l，内外半径分别为
1

R 和
2

R 的导体管，电阻率为  。求下列三种情

况下管子的电阻： 

（1）若电流沿长度方向流过； 

（2）电流沿径向流过； 

（3）如附图，把管子切去一半，电流沿图示方向流过。 

4．3．2 一长为 l 均匀的锥台形导体，底面半径分别为 a 和 b（见附图），电阻率为  ，

求它的电阻，试证当 a=b 时，答案简化为
l

S
 （其中 S 为柱体的横截面积）。 

4．3．3 球形电容器内外半径分别为 a 和 b，两极板间充满电阻率为  的均匀物质，试

计算该电容器的漏电电阻。 

4．3．4 直径为 2 毫米的导线，如果流过它的电流是 20 安，且电流密度均匀，导线的

电阻率为 3.14×10-8 欧·米，求导线内部的场强。 

4．3．5 若 0°C 时铜的电阻率为 1.6×10-8欧·米，求直径为 5 毫米，长为 160 公里的

铜制电话线在 25°C 时的电阻，铜的电阻温度系数为 4.3×10-3/°C。 

4．3．6 同样粗细的碳棒和铁棒串联起来，适当地选取两棒的长度能使两棒的总电阻不

随温度而变，问这时两棒的长度比应为多少？ 

4．3．7 某仪器中要用一个“200Ω，2W”的电阻，手头有标明“50Ω，1W”的电阻

及“150Ω，1W”的电阻各一个，问是否可以代用？ 

4．3．8 有 100 欧，1000 欧，10 千欧三个电阻，它们的额定功率都是
1

4
瓦，现将这三



个电阻串联起来（如附图），试问： 

（1）加在这三个电阻上的电压
ab

U 最多不能超过多少？ 

（2）如果 1000 欧电阻实际消耗的功率为 0.1 瓦，其余两个电阻消耗的功率各是多少瓦？

这时加在这三个电阻上的电压是否超过各自的额定电压？ 

4．3．9 一铜导线横截面积为 4 毫米 2，20 秒内有 80 库仑的电量通过该导线的某一截

面。已知铜内自由电子数密度为 8.5×1022/厘米 3，每个电子电量为 1.6×10-19库仑，求电子

的平均定向速率。 

4．4．1 如图所示的电路中，试求： 

（1）开关 K 打开时 a，b 间的等效电阻； 

（2）开关 K 闭合时 a，b 间的等效电阻； 

4．4．2 求下列各图 a，b 间的等效电阻。 

4．4．3 试求如图所示的电路在下列情况下 AB 间的等效电阻： 

（1）
1 2 3
, ,K K K 全部打开； 

（2）
1 3
,K K 闭合，

2
K 打开； 

（3）
1 2
,K K 闭合，

3
K 打开； 

（4）
1 2 3
, ,K K K 全部闭合； 

（5）
2 3
,K K 闭合，

1
K 打开； 

（6）
3

K 闭合，
1 2
,K K 打开。 

4．4．4 如图所示的电路中，如果
0

R 是已知的，为使电路的总电阻恰等于
0

R ，求
1

R 的

值。 

4．4．5 如图所示的电路为测量表头内阻的测量电路，电池无内阻，先合上开关
1

K ，

调节电阻
1

R 使表头指针指示满刻度；再合上开关
2

K ，调节
2

R 使表头指针指于
1

2
刻度处，

根据已知的电阻
1

R 和
2

R 即可算出表头内阻 R

，试证： 

2 1

1 2

R R
R

R R






 

4．5．1 把一个表头改装成多量程的安培计，可采用如图所示的电路，表头通过波段开



关和不同的分流电阻
1

R ，
2

R ，
3

R 关联，这叫开路转换式电路，已知表头量程
3

I 为 500 微

安，内阻
3

R 为 300 欧。求
1

1I  （毫安），
2

10I  （毫安），
3

100I  （毫安）时，
1

R ，
2

R ，

3
R 各等于多少？ 

4．5．2 把一个表头改装成多量程的安培计，可如图所示，将电阻
1

R ，
2

R ，
3

R 与表头

联成一个闭合回路，从不同的地方引出抽头，选择联接表头的两个抽头之一为公共端，和另

一抽头配合得到一种量程的安培计，这种电路叫做闭路抽头式。已知表头量程为 500 微安，

内阻为 300 欧，求
1

1I  （毫安），
2

10I  （毫安），
3

100I  （毫安）时，
1

R ，
2

R ，
3

R 各

等于多少？ 

4．5．3 如图所示为表头 G 与
1

R ，
2

R ，
3

R 组成的多量程的伏特计，表头量程为 500

微安，内阻为 300 欧，求
1

3U  （伏），
2

100U  （伏），
3

250U  （伏）时，
1

R ，
2

R ，

3
R 各等于多少？ 

4．5．4 如图所示表头 G 与
1

R ，
2

R ，
3

R 组成多量程伏特计。已知表头量程为 500 微安，

内阻为 300 欧，求
1

3U  （伏），
2

100U  （伏），
3

250U  （伏）时，
1

R ，
2

R ，
3

R 各等

于多少？ 

4．5．5 用如图所示的电路来测量电阻 R，安培计的内阻为
3

R =0.03（欧）。 

（1）若安培计读数为 I=0.32（安），伏特计读数为 U=9.6（伏），求 R。 

（2）若忽略安培计内阻，用
U

R
I

  表示该电阻阻值，问由此造成的相对误差 ?
R R

R


  

（3）若安培计读数为 7.0 安，伏特计读数 2.1 伏，做同样的计算，R， ,
R R

R
R


 各是

多少？ 

4．5．6 用如图所示的电路测量电阻 R，伏特计内阻
r

R 为 1000 欧。 

（1）若安培计读数 I 为 2.4 安，伏特计读数 U 为 7.2 伏，求 R。 

（2）若计算中忽略流过伏特计的电流，用
U

R
I

  计算该电阻的阻值，问由此造成的相

对误差 ?
R R

R


  

（3）若安培计读数为 20 毫安，伏特计读数为 7.2 伏，做同样的计算，求 R， ,
R R

R
R






各等于多少？ 

4．5．7 电缆是埋在地下的两根长输电导线，为了找出电缆中一根导线由于损坏而通地

的位置，可以使用图中装置，图中用             代表电缆（终端 MN 用导线接通），AB

是一条均匀电阻线。移动 K 至某点时，检流计 G 内无电流，记下距离
1
l ，若已知

1
l =41（厘

米），电阻线长 l=100（厘米），电缆长 L=7.8（千米），求损坏处 c 与电缆始端的距离 x。 

4．6．1 在如图所示的电路中， =3（伏），r=1（伏）， 9
B

R  （欧），
A

R 为一变阻器。 

（1）当
A

R =0 时，求电路中电流 I 及电池端压； 

（2）当
A

R =5（欧）时，求电路中的电流 I，电池端压及
B

R 两端的电压。 

4．6．2 在如图所示的电路中，当滑动变阻器的滑动片在某一位置时，安培计（内阻可

忽略）的读数为 0.2 安，伏特计（内阻为无限大）的读数为 1.8 伏。当滑动变阻器的滑动片

在另一位置时，安培计和伏特计的读数分别为 0.4 安和 1.6 伏，求电池的电动势和内阻。 

4．6．3 一个电动势为 ，内阻为 r 的电池给电阻为 R 的灯泡供电，试证当 R=r 时，灯

泡最亮，最大功率 

2 2

4 4
m

P
r R

 
   

4．6．4 附图所示电路中，
1

40R  （欧），
3

20R  （欧），
4

30R  （欧），通地电源

的电流为 0.4 安， 20
AB

U  （伏），求
2

R 及电源电动势（电源内阻为零）。 

4．6．5 如图所示，
1

6  （伏），
2

10  （伏），
1

3r  （欧），
2

1r  （欧），R=4（欧），

求 , ,
ab ac cd

U U U 。 

4．6．6 如图所示的电路中，如果流过 8 欧电阻的电流是 0.5 安，方向向右，求
ac

U 。 

4．6．7 如图所示的电路中，求 a，b，c，d 各点的电位。 

4．6．8 如图所示的电路中，
A

R 为 100 欧，
0

R 为 200 欧，R 为 50 欧。若开关
1 2
,K K 同

时打开与同时闭合时通过
A

R 的电流相等，求
B

R （电源内阻为零）。 

4．6．9 在如图所示的电路中，电源电动势、电阻、电容数值均已知，O 点接地。试求： 

（1）A，B 点的电位； 

（2）若三个电容器起始时不带电，求三个电容器与 A，B，O 相接的各极板上的电量。 



4．6．10 如图所示为电位差计测电池内阻的电路图。实际的电位差计在标准电阻
AB

R 上

直接刻度的不是阻值，也不是长度，而是各长度所对应的电位差值。
M

R 为被测电池的负载

电阻，阻值为 100 欧。实验开始时，
2

K 打开，
1

K 拨在 1 处，调节
N

R 使流过
AB

R 的电流准

确地达到标定值。然后将
1

K 拨在 2 处，滑动 C，当检流计指针指零时读得
AC

U

=1.5025（伏）；

再闭合开关
2

K ，滑动 C，当检流计指针指零时读得
AC

U

=1.4455（伏），试根据这些数据计

算电池内阻。 

4．7．1 在如图所示的电路中，已知
1

12  （伏）
2

2  （伏），
1

1.5R  （欧），
3

2R 

（欧），
2

1I  （安），求电阻
2

R 和电流
1 3
,I I 。 

4．7．2 如图所示，电池 A 的电动势为 12 伏，内阻 2 欧，电池 B 的电动势 6 伏，内阻

1 欧。 

（1）当开关 K 打开时，求电位差
A B

U
 
； 

（2）当开关 K 闭合后，R 中的电流是 3 安，从 A 到 B ，试计算电池 A 和 B 支路的电

流； 

（3）求电阻 R。 

4．7．3 在如图所示的电路中，求
1 2
,  及

ab
U 。 

4．7．4 在如图所示的电路中， 

（1）求 a，b 两点间的电位差； 

（2）如果把 a，b 两点接上，求 12 伏电池中流过的电流。 

4．7．5 在如图所示的电路中，已知 24  （伏），
1

80R  （欧），
3

240R  （欧），
2

120R 

（欧），
5

120R  （欧），问
4

R 等于多大时，才能使流过它的电流
4

I 为 0.125 安？ 

4．7．6 在如图所示的电路中，若已知 A，B 两点电位相等，各电池内阻均可忽略，求

电阻 R。 

4．7．7 求如图所示的电路的电阻
ab

R 。 

4．8．1 在如图所示的电路由 12 根阻值为 R 的均匀电阻丝搭成一个立方体，求 a，b 间

的等效电阻。 



第四章 恒定电流和电路自测题三 

1. 讨论题目 

 思考题解   

（1）图所示的 A、B、C 三支电灯上面都写着 120 伏特，而且功率相同，当把开关 K 接

通时，电灯 A 和 B 有何变化？ 

  答：由于 A、B、C 三支电灯的标称电压和标称功率相同， 

所以它们的灯丝电阻阻值相等。当开关 K 断开时，灯 A 和 B 

串联，通过的电流相等，根据 P=I2R 式可知 A 和 B 获得相同 

的功率，两灯一样亮。当开关 K 接通时，灯 B 和 C 并联，则 

灯 A、B、C 的总电阻较 K 断开时减小，由全电路欧姆定律知 

总电流增大，即通过灯 A 的电流较 K 断开时大，故灯 A 变亮， 

通过灯 B 的电流只有通过等 A 的电流的一半，且小于 K 断开 

时的电流，故灯 B 变暗。 

   此题涉及知识点：串、并联性质，功率 P=I2R 公式，全电路欧姆定律 

  （2）将电压 U 加在一根导线的两端，设导线截面的直径为 d,长度为 L。试分别讨论下列

情况对自由电子漂移速率的影响：①U 增至 2 倍；②L 增至 2 倍；③d 增至 2 倍。 

  答：导体中自由电子的漂移速率是 

u=
ne

j
=

ne

1

S

I
                       (A) 

式中 n 是导体中自由电子的数密度，e 为一个电子的电量，j 是电流密度，I 则为电流强度，

S 是导体的横截面积。 

①当 L、S 不变，U 增至 2 倍时，由 U=IR 知 I 也增至 2 倍，故从（A）式得到 u 也增至 2

倍。  

②当 S、U 不变，L 增至 2 倍时，由电阻定律 R=ρ
S

L
知 R 增至 2 倍，再由 U=IR 得 I 减小

到原来的
2

1
，故 u 减小到原来的

2

1
。 

③当 U、L 不变，S 增至 2 倍时，由电阻定律得 R 减小到原来的
2

1
，从而 I 增至 2 倍，于是

得到 u 保持不变的结论。 

此题涉及知识点：自由电子漂移速率公式 u= 
ne

i
 = 

ne

1

S

I
 、阻定律公式 R 

（3）一铜导线为涂以银层，当两端加上电压后，在铜线和银层中的电场强度是否相同？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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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密度是否相同？电流强度是否相同？ 

 答：设铜线材料均匀横截面均匀，银层的材料和厚度也均匀。由于加在两者上的电压相

同，两者的长度又相等，故铜线和银层的场强 E 相同。由于铜线和银层的电导率σ不同，

根据 j=σE 知，它们中的电流密度 j 不相同。电流强度 I= sd 

s

j ，铜线和银层的 j 不同但

相差不太大，而它们的横截面积一般相差较大，所以通过两者的电流强度，一般说来是不

相同的。 

  此题涉及知识点：电流强度 I= sd 

s

j ，电流密度概念，电场强度概念，欧姆定律的微

分形式 j=σE。 

（4）电热丝与保险丝应该有什么显著的特征？ 

  答：它们共同的显著特征是电阻值较大；不同的显著他正是，电热丝的熔点高，而保险丝

的熔点较低。 

（5）灯泡的灯丝烧断以后，重新接上，灯泡比原来亮些，这是为什么？ 

答：灯泡丝烧断重新接上后，灯丝的长度 L比原来小些，根据电阻定律 R=ρ
S

L
，这是灯

泡的电阻 R 也比原来小些。因为加在灯泡上的电压 U 没有改变，由功率公式
R

U
P

2

 知，

R 减小 P 便增大，所以这时灯泡的实际功率大于原来的标称功率，从而比原来亮些。 

  此题涉及知识点：电阻定律 R=ρ
S

L
，功率公式

R

U
P

2

 。 

(6)电源所起的作用与静电场有何不同?电源中存在的电场与静电场有何不同? 

答：在电路中电源的作用是，迫使正电荷经过电源内部由低电位的电源负极移动到高电位

的电源正极，使两极间维持一电位差。而静电场的饿作用为，在外电路中把正电荷由高电

位的地方移动到低电位的地方，起推动电流的作用；在电源内部正好相反，静电场起的是

抵制电流的作用。 

  电源中存在的电场有两种：1、非静电起源的场；2、稳恒场。把这两种场与静电场比较，

静电场由静止电荷所激发，它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非静电场不由静止电荷产生，它的

大小决定于单位正电荷所受的非静电力，
q

非F
E  。当然电源种类不同， 非F 的起因也不

同。稳恒电场与静电场有相同之处，即是它们都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并且都是位场。

但稳恒电场由分布不随是变化的电荷产生，电荷本身却在移动。 



（7）电动势与电位差之间有什么区别？ 

答：静电场或稳恒电场中 a、b 两点间的电位差定义为
ab

U  
b

a
lE d ，它表示单位正电

荷从 a 点沿任意路径到达 b 点时，电场力所作的功。它是描写电场本身性质的物理量，当

产生电场的电荷分布一定时，电场恒定，a、b 两点的电位差就随之而定，与试验电荷和 O

电位点的选取都无关系。电动势则定义为  = lK d

)(






电源内

，它表示把单位正电荷从负极

通过电源内部移到正极时，非静电力所作的功。它反映电源中非静电力作功的本领。它是

描写电源本身性质的一个物理量，电源一定， 就一定，与外电路的性质以及是否接同

都没有关系。可见，无论从起因、定义、物理意义看电动势与电位差都不相同，它们是连

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能混淆。 

此题涉及知识点：电位差定义式
ab

U  
b

a
lE d ，电动势定义式  = lK d

)(






电源内

。 

（8）有两个相同的电源和两个相同的电阻，如图 a 所示电路连接起来，电路中是否有电

流？a、b 两点是否有电压？若将它们按 b 所示电路连接起来，电路中是否有电流？a、b

两点是否有电压？解释所有的结论。 

 

 

 

 

 

 

a) b) 

答：在图 a 中，因 I 0
)(2







Rr


，故电路中无电流。由于电路中无电流，故每个 R

电阻两端的电压为零，即电池负极与 b 点等电位，a 为与电流正极等带难为。因此电池两端

的电位差 ，即为 a、b 两点间的电压。故 a、b 两端有电压存在。 

   在图 b 中，I 0
22










RrRr


，故有电流存在。若设 b 点电位为

b
U =0，则

a 点电位   0


 rR
Rr

U
a


 ，a，b 两点间电压为 000 

baab
UUU ，故

此种情况下 a,b 两点间无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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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题涉及知识点：全电路欧姆定律，一段含源电路欧姆定律。 

（9）如图所示电位差计的电路中，若电源  和待测电源
x

 的电动势分别为 2 伏和 1.5

伏,
AB

R =10 伏,为了使滑动头 C 在 AB 上能找到平衡点,对 R 的阻值有什么限制? 

答:为了找到平衡点,必须是
xABAB

IRU  ,即 

I 15.0
10

5.1


AB

x

R


                   (1) 

由全电路欧姆定律得 

I
10

2







RRR
AB


(安)               (2) 

由(1)、（2）两式可知 

15.0
10

2


R
， 

故 R 3.3(欧)。 

即可变电阻 R 的阻值必须小于或等于 3.3 欧才能找到平衡点。 

此题涉及知识点：平衡点，欧姆定律公式 IRU  ，全电路欧姆定律公式 I=
iR


。 

(10)将伏特计连接在电池的两极上，那么：（1）什么时候它测得的是电池的电动势？什

么时候它测得的是路端电压？（2）如果电池连者外电路，外电路中还连着安培计，那么，

当外电阻增大（或减小）时，伏特计的示数怎样变化？安培计的示数怎样变化？应用公式

IRU  能否得出肯定的答案？ 

答：（1）断路时伏特计测得的值可近似地作为电池的电动势。电池与外电路连接时，伏

特计测得的是路端电压。 

（2）外电阻增大时，伏特计的示数增大，安培计的示数减小；外电阻减小时，伏特计

的示数减小，安培计的示数增大。由全电路欧姆定律
rR

I





可知，当外电阻 R 增大

时，电流强度 I 的值变小，因而量度电流强度的安培计的示数变小，再由路端电压

lrU   可知，I 值变小，则电池内部电位降落 Ir 也减小，所以路端电压 U 变大，因

而量度路端电压的伏特计的示数变大。同理推知，当外电阻 R 减小时，电流强度增大，

路端电压减小。 

ε

 
A B

 
C

 εx 

r

 

G 



 简单地应用公式 IRU  不能得出肯定的结论。因为 R 增大时，I 减小，但它们的乘

积较原来的大或小，不得而知。如上所述，结合全电路欧姆定律
rR

I





，应用 IRU   

式就可以得出肯定的正确结论。 

（11）用小木梳同羊毛在一起摩擦，是有可能产生 10，000 伏特的电位差的。为什么这个高

电压并不危险，而由普通电机所提供给的电压远比这个电压为低，反而很危险？ 

答：我们知道，当通过人体的电流大于 50 毫安时，就有生命危险。木梳与羊毛之间

的电压虽然可以高达万伏，但在人体与它们接近的过程中，由于静电感应人体上出现感生电

荷，在人体靠近木梳与羊毛的部分跟木梳、羊毛之间，发生火花放电，木梳、羊毛上本来就

不多的电荷很快放掉，而又得不到补充，它们之间的电压便急剧下降。当人体与它们接触时，

上面的电荷已经很少，它们之间的电压很低，于是通过人体的电流就很小。实际上这个电流

是在极短时间内的瞬时电流，能量很小，所以不会有什么危险。而普通电机提供的电压虽然

只有几百伏，但人体接触这个电压时，便与电机构成一通路，电机的内阻小，通过的人体电

路甚大，功率也大，而且这个电流是持续的，所以很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