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谐振频率
)1()(

0
00 L
CjGjY

ω
ωω −+=

可解得谐振时

角频率 LC
1

0 =ω

LC
f

π2
1

0 =频率

该频率称为电路的固有频率。

五、并联谐振的特征

1111、输入导纳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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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说输入阻抗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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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端电压达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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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根据这一现象判别并联电路谐振与否。

六、品质因数

并联谐振时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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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 II 所以并联谐振又称电流谐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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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Q>>1Q>>1Q>>1Q>>1，则谐振时在电感和电容中会出现过电

流，

但从LLLL、CCCC两端看进去的等效电纳等于零，

即阻抗为无限大，

相当于开路。



七、功率和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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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在谐振时，电感的磁场能量与电容的电场

能量彼此相互交换，两种能量的总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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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电感线圈和电容并联的谐振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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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电感线圈的阻抗角φ1111很大，

谐振时有过电流出现在电感支路和电容中。



九、复谐振

1111、求端口阻抗ZZZZ，找 串ω ((((X = 0 X = 0 X = 0 X = 0 时))))

求端口导纳YYYY，找 并ω ((((B = 0 B = 0 B = 0 B = 0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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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串联谐振时，分子 = 0 = 0 =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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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噪声

    谐振滤波器 利用谐振进行选频、滤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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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滤波器工作在噪声频率下，
即可消除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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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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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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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滤波器工作在                            频率下，

信号即可顺利地到达接收网
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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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一）：抑制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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