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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数学模型”是成功的一半。

•整理想法思路

•明确问题（条件、目标、详略等）

•可能给求解指明方向

• 好的模型可以使问题更加有条理，更容易分析，可能更

容易揭示本质

请注意体会本章中关于网络连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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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特性，端口物理量的关系；

• 各端口不接具体的源，或者负载；

• 适于任意源和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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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络

多端口网络，部分端口接负载，求新网络的参数。

如何建立数学模型是关键!



网 络

1

2

m

m+1

n

)1( +
Γ

mL

)2( +
Γ

mL

Ln
Γ

已知n端口网络，其中p个端口接负载，求m=n-p个
端口的新网络的参数。其中，m个端口先编号。
•重排端口序号，不失一般性，易于处理。
•接负载的端口，“端口吸收”。



把端口分类
存在/吸收

工具
分块矩阵

负载条件
端口吸收



( )

( ) ( ) ( )( ) ( )

( )

















































=

























+

+

+++++

+

+

+

n

m

m

nnmnnmn

nmmmmmm

mnmmmmmm

nmm

n

m

m

a

a
a

a

SSSS

SSSS
SSSSS

SSSSS

b

b
b

b

M

M

LLL

MOMMOM

LLL

LL

MOMMOMM

LL

M

M

1

1

11

111111

121

1)1(11121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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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模型的建立是研究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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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入负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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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面第2式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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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入上面第1式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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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

矩阵是数的推广，但矩阵要严格注意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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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分析环行器构成的隔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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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行器3端口接负载，求新的双口网络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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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环行器，3端口接匹配负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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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1→2传输， 2→1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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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为了方便，未连接端口1~m先编号；
连接端口，排列序号相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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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连接和网络接负载是同样的问题，称其为广义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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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S参数级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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