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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物理》共分13章，内容包括：质点运动学；质点动力学；刚体力 学；狭义相对论基础；静
电场；恒定磁场；电磁感应与电磁场；热力学基础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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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7章  电磁感应和电磁场 在前几章中，研究了静电场和恒定磁场的基本规律，在表
达这些规律的公式中，电场和磁场是各自独立、互不相关的。
然而，激发电场和磁场的源——电荷和电流却是相互关联的，这就提醒我们，电场和磁场之间也必然
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
1819年丹麦物理学家奥斯特发现电流的磁效应，揭示了电现象与磁现象有关的事实。
英国物理学家、化学家法拉第于1824年提出了“磁能否产生电”的想法，并开始对实验进行系统地研
究，终于在1831年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
后经诺埃曼、麦克斯韦等人的研究，给出了电磁感应定律的数学表达式。
电磁感应现象的发现，不仅阐明了变化的磁场能够激发电场这一关系，还进一步揭示了自然界电现象
和磁现象的内在联系，为麦克斯韦电磁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标志着新的技术革命和工业革
命即将到来，使现代电力工业、电工和电子技术得以建立和发展。
 麦克斯韦在系统总结前人的理论和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涡旋电场和位移电流两个重要概念，得到了
描述电磁场基本性质和规律的麦克斯韦方程组，从而建立了完整的电磁理论体系。
同时，麦克斯韦还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揭示了光的电磁本性。
麦克斯韦的这些成就成为物理学发展历程中一次重大的认识上的飞跃。
 7.1  电磁感应定律 7.1.1  电磁感应现象 电磁感应定律是建立在广泛的实验基础之上的。
因此，在讨论该定律之前，首先通过两个典型的电磁感应演示实验来说明什么是电磁感应现象，以及
产生电磁感应的条件。
 第一个演示实验如图7—1所示。
一个线圈与电流计的两端接成闭合回路。
因为此电路中没有电源，所以电流计指针不会发生偏转。
可是，当用一条形磁铁棒的N极（或S极）插入线圈时，可以观察到电流计的指针发生偏转，这就说明
电路中有电流流过，并且磁铁棒插入速度越快，电流计指针偏转角度就越大。
当磁铁棒与线圈相对静止时，电流计指针回到零位置。
当把条形磁铁棒从线圈中抽出时，电流计指针又发生了偏转，但此时电流计指针的偏转方向与磁铁棒
插入时的偏转方向相反，这表明线圈中流过的电流与磁铁棒插入线圈时的产生的电流方向相反。
如果固定磁铁棒，而改为把线圈推向或拉离磁铁棒，也可以观察到与上面相同的现象。
实验表明：只有当磁铁棒与线圈间有相对运动时，线圈中才会出现电流，并且相对运动速度越大，产
生的电流也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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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物理》在教材的安排上，改变了传统的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和近代物理学的编排模式，
将热学与电磁学的先后顺序进行调整，同时近代物理学部分采用专题的形式以适应不同专业学生的需
要；为了提高学生的科学素质，教材中增加了物理学家简介、研究性课题等栏目，便于扩展学生的知
识面，以激发学生的兴趣，扩大学生的视野；为了适应目前中学新课程改革，延续新课程改革的思想
，教材中还增加了研究性课题。
这是在大学物理教学中的一种尝试，期待能够取得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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