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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第二版自2001年出版以来，得到了读者的厚爱，几乎每年都重印，至今仍有不少学校把它作为物
理专业电磁学课程的教科书或主要参考书。
但随着时光飞跃，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学生对专业的选择更加多样化
，从不同的角度去适应这些变化的教育改革，正在发展，本科学生心目中传统的“专业”的界线日趋
模糊，高中毕业生对志愿的选择、社会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往往重视学校甚于重视专业。
与此相适应的教学改革则是专业的培养目标更加多元化，专业性减弱，普适性、通用性加强，培养规
格、教学基本要求则因地、因校而不尽相同。
第二版教材内容比较齐全，问题的讨论比较深入，教学时数比较多，故已无法适应某些学时数比较少
的电磁学课程的需要。
为此，我们在原来《电磁学》的基础上改编出版了第三版，以满足较少学时的电磁学课程的教学需求
。
第三版减少教学时数、压缩篇幅的主要途径是精选内容，对选出的内容，仍保持原书的特点：既注重
基本概念、基本规律阐述的严谨顺畅，给学生严格的训练，使学生打下比较扎实的基础，又注意引导
学生思考、钻研和总结，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使学生具有自学新知识的基础、能力、方法、习惯和
勇气，从而能学习未学过的知识。
以第三版为教材的读者，如果对电磁学有比较浓厚的兴趣，仍可以第二版作为参考书，读者一定可以
从中获得许多有益的启迪。
本版主要变化是：1.删除了第二版中大部分以“小字”编写的内容和原书第六章“运动电荷的电场和
磁场”，其他内容则在不影响原书风格和特点的前提下做必要的和适当的压缩和精简，使第三版能适
用于较少学时的电磁学课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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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编者在原来《电磁学》的基础上改编出版了第三版，以满足较少学时的电磁学课程的教学需求。
第三版减少教学时数、压缩篇幅的主要途径是精选内容，对选出的内容，仍保持原书的特点：既注重
基本概念、基本规律阐述的严谨顺畅，给学生严格的训练，使学生打下比较扎实的基础，又注意引导
学生思考、钻研和总结，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使学生具有自学新知识的基础、能力、方法、习惯和
勇气，从而能学习未学过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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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电磁现象的基本规律和电磁学的基本理论是在18至19世纪期间通过实验发现并总结出来的。
当时，人们对物质的微观结构了解甚少，所以在宏观电磁理论的表述中，常常不涉及物质的微观结构
。
但在今天，如果我们能结合物质电结构的初步知识来学习电磁学，对深入理解电磁学的基本规律是有
帮助的。
从物理和化学的观点来看，物质由原子、分子构成，而原子是由电子、质子和中子构成的。
质子和中子是原子核的组成部分，统称核子。
电子在核外运动，质量很小，约为10kg，大小很难严格确定。
迄今为止的实验和理论都未发现电子具有内部结构，故都把电子作为点粒子。
电子所带电荷的绝对值e是电荷的最小单元，称为元电荷。
至今尚未发现电荷量比一个元电荷更小的稳定的带电体。
但近年来，关于分数电荷的研究已引起广泛的兴趣。
所谓分数电荷就是指比元电荷更小的电荷。
粒子物理学的研究表明，核子等重粒子是由电荷量为（1／3）e或（2／3）e的称为夸克的粒子组成的
。
但实验上尚未发现独立存在的带分数电荷的粒子。
电荷具有最小单元的性质称为电荷的量子化，它是电荷的又一基本属性。
质子和中子的质量几乎相等，约为电子质量的l840倍（10kg）。
质子带正电，电荷量与电子的相等（相等的精确程度达到10分之一），中子不带电。
质子可以稳定的独立存在，中子则不能，它将衰变（半衰期13min）为一个质子、一个电子和一个中
微子。
电子和质子的质量和电荷量的数值如表1.1-l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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