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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石油大学(华东)贾瑞皋教授等编写的《电磁学》正式出版了，我有幸先读为快，从中得益匪浅，
在这里，愿意谈几点自己的认识就正于各位编者和广大读者，物理学是自然科学中的基础学科，曾长
期处于领先学科的地位，展望21世纪，它仍将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不仅由于人类在认识自然和改造
自然中的许多前沿阵地都属于物理学领域，任何新兴学科或高新技术，包括生命、信息、能源、材料
等学科也决不可能脱离物理学而发展；而且能在新世纪中大有作为的高素质科技人才必须具备较多的
物理学知识，以及与之密切联系的较强的实践能力和正确的科学思维方法，当前国家特别注意培养能
独立开拓、实现原初性创新的人才，就必须更加重视物理学的教学工作，经过20世纪的飞速发展，物
理学已经远远超出经典的、传统的范畴，成为一门范围极其广大并仍在不断扩展更新的学科，任何人
都灭可能通过大学的学习就学会所有今后要用到的知识，只能是打好必要的基础，在本科阶段，特别
是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要任务的物理系，希望学生首先掌握物理学最基本的概念、原理、定律，初
步具备理论和实验两方面的实践能力并掌握研究方法，普通物理课程正是在较广的领域内打好基础的
最核心的课程，学好普通物理，不仅是学好大学本科阶段后继课程的必要前提，也为今后在各种可能
的工作岗位上终身进行学习、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许多技术性课程应用范围相对较窄，而且变动
更新很快，普通物理课的内容虽然也在不断更新，但其基本框架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学好之后，终身
受用，不论物理学以至整个科学技术如何日新月异，新概念、新技术、新方法如何层出不穷，只要打
好了普通物理的基础，就不难适应任何新形势、新任务，许多著名科学家、工程师回顾他们的学习生
活时，普遍认为普通物理对他们的帮助极大，影响深远，现阶段社会对物理学人才需求最多的是应用
型人才，应用物理人才不仅要能够较好地掌握物理学本身，还要善于创造性地灵活运用客观规律，探
索新的实际应用途径，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或者能使物理学与其它学科交叉融合，建立新的学科
，开辟新的生产部门，过去，我国出版的物理教材对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特点还注意得不很够，所以
在考虑面向21世纪应用物理专业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时，就组织编写了一套适合应用物理专业
的物理教材，20世纪90年代，在教育部统一安排下，由南京大学、石油大学(华东)、武汉大学、华东
理工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5校物理系或应用物理系的教师共同组成项目组研究应用、物理专业教学改
革的有关问题，项目组决定采取的一项措施，就是分工编写这样一整套包含普通物理和理论物理的教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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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磁学》是教育部&ldquo;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rdquo;的研究成
果，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电磁学》以电磁学理论的发展顺序为主线，介绍电磁学的基本原理、发展前沿以及在工程实际和高
新技术中的应用，贯穿以科学研究的思想、方法、语言以及电磁学理论的应用，注重培养学生寻找和
发现问题、提出和解决问题以及应用理论解决实际冲天意识和能力。
有利于培养创造性和应用型人才。
 《电磁学》可作为高等院校应用物理专业和师范院校物理专业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也可供某些工科
专业选用，或作为工科大学物理教师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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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效应的物理原理三、磁光效应的应用8.3 等离子体一、物质的第四态二、等离子体内的磁场三、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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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量和散度高斯定理四、矢量场的环流和旋度斯托克斯定理五、常用公式六、矢量场的类别和分解附
录2 基本物理常量习题答案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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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导体和电介质导电性能上的差别是因两者的电结构不同，金属原子中的价电子（最外层电子）受
到原子核的吸引力较小，当大量金属原子组成固态金属时，金属原子的价电子挣脱原子核的束缚，在
整个金属内部自由运动，在金属内部自由运动的电子称为自由电子，金属原子失去电子后成为正离子
。
固态金属中的正离子排列成整齐的晶体点阵（或晶格），金属中的正离子不能作宏观移动，仅能围绕
各自的平衡位置作微小振动，无外电场时，自由电子在品格间作无规则热运动，并和晶格发生频繁碰
撞，自由电子的这种无规则热运动的平均速度为零，因而不会形成电流，当金属内部有电场时，自由
电子除作无规则热运动外，还在电场力作用下作定向漂移运动形成电流，所以，金属内部存在大量自
由电子是金属具有良好导电性的原因。
电解质溶于水后，在溶液中形成许多正、负离子，这些正、负离子可以在溶液中自由移动，当有外加
电场时，这些正、负离子在电场力作用下作定向漂移运动形成电流，存在大量可以自由移动的正、负
离子是电解质溶液具有良好导电性的原因，金属称为第一类导体，电解质溶液称为第二类导体，本章
仅限于讨论金属导体。
组成绝缘体的原子中原子核对价电子的吸引力比较大，价电子不容易脱离原子，所以绝缘体中自由电
荷极少，绝大多数电荷只能作在分子范围内的位移运动，这些不能作宏观运动的电荷称为束缚电荷。
电介质中自由电荷极少是电介质导电性能极差的原因，为了突出电介质的主要特征，使讨论问题得以
简化，忽略它的微弱导电性，把电介质看成是完全不导电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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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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