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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由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在军队级教学成果一等奖教
材《大学物理》的基础上，根据教育部的理工科类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考虑国内外物理教材
改革的动向以及我国当前大学物理教学实际，修订和改编而成。
    全书分上、下两册。
上册包括力学、振动与波动、热学和电学；下册包括恒定电流、磁学、光学、近代物理以及供选讲的
现代技术的物理基础。
另有陀螺与惯性导航、混沌简介、熵与信息、超导、液晶、核磁共振、次声武器、电磁炮等小篇幅阅
读材料供学生选读，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开拓视野，提高科学素质。
书后还附有物理学词汇中英文对照表，便于师生查阅。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工科各专业、理科非物理类专业、军队院校合训和非合训各专业的本科教材，
也可作为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或供自学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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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前两章讨论的静电场是相对观察者静止的电荷激发的，即使在静电场中放入导体，达到静电平衡
时，也没有电荷作定向运动，如果在导体内的任意两点间维持恒定的电势差，使得导体内有一个稳定
的电场，那么导体内的电荷就要作定向运动而形成电流.本章讨论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电现象和遵循的
基本规律。
　　我们将从两个方面进行研究。
一方面从“场”的角度研究恒定电流，引入电流密度的概念，并由此得到欧姆定律的微分形式，把恒
定电流与恒定电场联系起来，然后在电源内部引入非静电力和非静电性场强的概念，把电源电动势与
非静电性场强联系起来，另一方面从“路”的角度研究直流电问题，讨论电路中电流、电压、能量转
换以及基尔霍夫定律等内容。
重点研究恒定电场的性质和规律。
　　12.1.1 电流的形成　　电流是电荷的定向运动形成的，形成电流的带电粒子统称为载流子，它们
可以是自由电子、离子或带电物体等.金属导体中的载流子是自由电子，流体（如电解液和电离气体）
的载流子是正离子或负离子，半导体的载流子则为其中存在着的一些自由电子或空穴。
由自由电子或离子定向运动形成的电流叫传导电流，由带电物体作机械运动形成的电流叫运流电流.本
章讨论传导电流。
　　从导电机构来看，金属中存在着大量的自由电子和正离子.正离子构成金属的品格点阵，而自由电
子则在品格间作无规则的热运动，并不断地与晶格碰撞.当不存在外电场时，电子向各方向运动的概率
相等，所以，电子热运动的平均速度为零，不能形成宏观的电荷运动，也就不能形成电流。
　　当导体两端存在电势差时，在导体内部就有电场存在.这时自由电子都受到与电场方向相反的电场
力作用，因此，每个电子除了原来不规则的热运动外，在电场的反方向上还有一个附加的运动。
图12.1 中实线是某电子在无电场作用时热运动的轨迹，由于电子与晶体点阵上的正离子频繁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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