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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磁学（第2版）》是教育部&ldquo;高等教育面向2l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rdquo;
项目：&ldquo;应用物理类专业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研究&rdquo;的成果之一，是面向2l世纪课程教
材，同时也是普通高等教育&ldquo;十一五&rdquo;国家级规划教材。
《电磁学（第2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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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磁学（第2版）》的特点是把素质能力培养和基本教学内容结合起来，通过具体教学内容培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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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意识和能力，从而有利于培养创造
型和应用型人才。
本次修订在保持第一版特色的前提下，进一步突出素质能力培养与教学内容相结合的特点，例如增加
了&ldquo;超级电容器&rdquo;等内容。
　　《电磁学（第2版）》可作为高等学校应用物理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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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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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从电流的各种效应被发现之后，由于电介质长期被作为绝缘材料，所以许多人认为电介质就是
绝缘体。
绝缘性能是电介质的重要性能之一，也是本章的研究重点。
但电介质还有更多更重要的其它性能，例如热释电效应、压电效应、电致伸缩效应。
以上效应使得电介质可以将热信息、力信息、电信息互相转换而成为重要的功能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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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电子在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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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的平均速率为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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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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