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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安法测电阻的延伸与思考 
张延忠 

伏安法测电阻的原理是
UR
I

= ，测量电路的设

计是围绕测量电阻 R 两端的电压 U 和通过电阻 R
的电流 I 来间接测量其电阻 R 值。一般情况下我们

会自然地想到用电压表 V 来直接测电压，用电流表

A 来直接测电流。但在实际测量中，若电压表不能

用或没有电压表的情况下，如何测电压；在电流表

不能用或没有电流表的情况下，如何测电流；要解

决好这些问题首先要知道到： 
1. 电压 U 的测量可以有以下三种途径：①电压

表可用时用电压表直接测量电压；②可通过已知内

阻的电流表（测电流）来间接获得电压；③可通过

测量已知定值电阻 R0 中的电流来间接获得电压。 
2. 电流 I 的测量可以有以下三种途径：①电流

表可用时，可用电流表直接测量电流；②可通过已

知内阻的电压表（测电压）来间接获得电流；③可

通过测量已知定值电阻 R0 两端的电压来间接获得

电流。 
基于上述对电流、电压的测量理念，可以在伏

安法的基础上延伸出测电阻的新思路和新方法，这

有利于开阔思路，提高创新能力。 
一、“伏伏”法 

“伏伏”法是利用两个电压表测电阻的一种方

法，这种方法的创新思维是运用电压表测电流（或

算电流），此方法适用于电流表不能用或没有电流表

的情形；设计电路时不仅要考虑电压表的量程，还

要考虑滑动变阻器分压与限流的连接方式。 
[例 1] 用下列器材测出电压表 V1 的内阻。要求

有尽可能高的精度，并能测得多组数据。 
（A）电压表 V1(量程 3V，内阻约几 kΩ) 
（B）电压表 V2(量程 15V，内阻约几十 kΩ) 
（C）定值电阻 R0（10kΩ） 
（D）滑动变阻器 R（0～100Ω） 
（E）直流电源 E（电动势约 4V，内阻较小） 
（F）开关 S 与导线若干 
（1）画出测量电路图，按图中元件标上相应符号 
（2）用已知量和一组直接测得的量写出测量电

压表 V1 内阻 RV 的表达式 

[分析与解] 
①从题中给出的器材，我们想到用伏安法来设

计电路。测量 V1表内阻时，电压可由 V1表直接测出；

由于本题没有电流表，思维受阻，导致无从下手，若

有“伏伏”法的新理念，运用“电压表算电流”这一

创新思维做起来就会很轻松。所以我们考虑到将已知

的定值电阻 R0与 V1表串联（如图 1 所示），可通过获

得 R0上的电流来间接获得表 V1中的电流值。 
②从图 1 所

示的电路中我们

如何获得 R0 两端

的电压，这个任务只能由电压表 V2 来完成，到此我

们不难想到测量电路如图 2 所示。 
③考虑到

这两个电压表

的量程、电源

电动势的大小

和滑动变阻器

的阻值变化范

围，这里的控制电路宜采用滑动变阻器的分压式连

接，完整电路如图 3 所示。 

 
图 3 

 

④电压表 V1、V2 的示数分别记为 U1、U2，根

据欧姆定律，利用通过电压表 V1 的电流和电阻 R0

的电流相等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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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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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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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其模型实质为电压表的串联分压法的

原理。 
二、“安安”法 

“安安”法是利用两个电流表测电阻的一种方

法，这一方法的创新思维是运用电流表测电压（或

算电压），此方法适用于电压表不能用或没有电压表

的情形；设计电路时不仅要考虑电流表的量程，还

要考虑滑动变阻器分压与限流的连接方式。 
[例 2] 某待测电阻 Rx（阻值约 20Ω）。现在要

测量其阻值，实验室还有下列器材： 
（A）电流表 A1（量程 150mA,内阻 r1约为 10 Ω） 
（B）电流表 A2（量程 20mA,内阻 r2=30 Ω） 
（C）定值电阻 R0（100 Ω） 
（D）滑动变阻器 R（0～10Ω） 
（E）直流电源 E（电动势约 4V，内阻较小） 
（F）开关 S 与导线若干 
（1）测量时要求两电表的读数大于其量程的

1/3.试画出测量电阻 Rx 的一种实验电路原理图(原
理图中的元件要用题中相应的英文字母标注)。 

（2）用已知量和一组直接测得的量写出测量电

阻 Rx 的表达式。 
分析与解：①解答此题时，具有“安安”法的

新观念才能做正确，因为本题需要运用“电流表算

电压”这一创新思维。 
②由于题给出的器材中没有电压表 V，且电流

表 A2 内阻 r2 已知，因此电压的测量可由表 A2 来间

接测出，那么电流的测量只能由电流表 A1 来完成，

设计电路如图 4 所示。 

 
图 4 

 

③由于 A2 表量程为 20 mA,用它测出的最大电

压 Um=20×10−3×30V=0.6V，如果按图 4 进行测量，

则电阻 Rx 中的最大电流约为 Im= m

x

U
R

=0.03A=30mA,

这时通过表 A1 的电流约为 20 mA+30mA=50mA,这
样我们就不能保证在实际测量中 A1 表的示数大于

其量程(150 mA)的 1/3,为了增大 A1 表中的电流,我
们可以将已知的定值电阻 R0（100Ω）与 A2 表串联,
其测量电路设计如图 5 所示,通过计算我们不难发

现，按如图

5 进行测量,
若 通 过 电

路 调 节 使

A2 表的示

数满偏时，

A1 表最大电流约为 150 mA，完全符合题中的测量

要求。④考虑到题给出的其它器材规格与要求，控

制电路宜采用分压式连接，故完整电路如图 6 所示。 

 
图 6 

 

⑤ A1 、 A2 表的读数分别为 I1 、 I2 ，则有 
(I1−I2)Rx=I2(r2+R0)，待测电阻 Rx 的阻值表达式是

Rx=
( )2 2 0

1 2

I r R
I I

+

−
 

[点评] 关键是理解其中的创新设计思维 
三、“加 R” 法 

“加 R” 法又叫“加保护电阻”法，在运用伏安

法测电阻时，由于电压表或电流表量程太大或太小，

为了满足安全、精确的原则，加保护电阻的方法就

应用而生。设计电路时不仅要考虑电压表和电流表

的量程，还要考虑滑动变阻器分压与限流的连接方

式。 
[例 3] 现测量某一电流表 A 的内阻 r1，给定如

下器材： 
（A）待测电流表 A（量程 300 μA，内阻 r1 约

100Ω）； 
（B）电压表 V（量程 3V，内阻 r2=1kΩ）； 
（C）定值电阻 R0（10Ω）； 
（D）滑动变阻器 R（0~20Ω，允许通过的最大

电流为 0.5A）； 
（E）直流电源 E(电动势约 4V，内阻很小)； 
（F）开关 S 及导线若干. 
测量时要求两电表的读数大于其量程的 1/2 。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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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画出测量电路图，按图中元件标上相应符号。 
（2）用已知量和一组直接测得量写出测量电流

表 A 内阻 r1 的表达式 
[分析与解] ①从题给出的器材知，这里对电流

表 A 内阻

r1 的测量

可选用伏

安法来设

计电路，考

虑到题中

给出的待

测电流表 A 所承受的电压太小，我们便容易想到将

已知的定值电阻 R0 与 A 表串联（如图 7 所示）。 
②由于题给 R0=10Ω，若按图 7 所示电路进行

测量，在不超过 A 表量程的前提下，V 表示数 U≤

300×10−6×（100+10）V=0.033V，这对于量程为

3V 的电压表来说，其指针偏角太小，基本上测不出

这么小的电压值。 
③由于待测

A 表上的电压不

能用题目所给出

的 V 表进行测

量，那么待测 A
表两端的电压就

只能通过测量与 A 表并联的的已知定值电阻 R0 上

的电流间接测量了；但测量电路上的总电流又如何

获得，我们考虑到电压表 V 的内阻 r2 是已知的,那么

当然只能由它来完成这一任务了 ,于是我们便设计

出测量电路如图 8 所示。 
④考虑到题给出的其它器材规格与要求，控制

电路宜采用分压式连接，故完整电路如图 9 所示。

经检验这种设计电路符合题目要求。 

 
图 9 

 

⑤进行实验时某次合适的测量中，记下 A 表与

V 表的示数分别为 I 与 U，则有 1

2 0

IrU I
r R

= + ，故

0
1 0

2

UR
r R

Ir
= −  

[点评] 理解利用“加 R”法测电流表内阻的原理。 
伏安法测电阻是测量电阻的基本方法，而“伏

伏”法、“安安”法、“加 R”法等测量电阻的新

方法是伏安法的原理同具体的测量实际相结合的产

物，是在电阻测量中的灵活应用，也是对伏安法测

阻原理的丰富和发展。 
（甘肃省高台县一中  734300）

 

图 7 

图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