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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柯亨玉等编著的《电磁场理论基础(第2版)》系统介绍了宏观电磁场的基本理论及应用。
内容包括电磁场理论的数学基础、宏观电磁场的实验定律和麦克斯韦方程、静态电磁场基本问题及其
求解方法、时变电磁场基本问题及分析方法、电磁波的辐射与天线概念、电磁波的传播理论基础、导
行电磁波基础理论和电磁场的数值分析方法简介。
此外，为了使读者对电磁场与电磁波的应用有所了解，在介绍电磁场和电磁波基础理论的同时，分别
介绍了电磁波的频谱结构、雷达的基本概念、相控阵天线概念、卫星定位(GPS)技术理论基础、光纤
通信等内容。
　　《电磁场理论基础(第2版)》可作为高等学校电子与通信类专业的教材，亦可作为从事相关领域科
技工作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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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7.6.2磁化等离子体各向异性介质种类很多。
本节以磁化等离子体（电离层）为例，讨论该类媒质中电磁波传播的有关特性。
当物质温度升高或受到其他激发，组成物质的原子或分子被电离，形成由电子、离子（正、负离子）
和部分未电离的中性分子组成的混合体，称为等离子体。
等离子体既可以通过人为产生，也可以通过自然的相互作用形成。
如核爆炸辐射电离大气形成等离子体，太阳辐射电离地球外部空间大气形成等离子体等。
等离子体中总的正、负电荷量相等，对外显中性，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金属等导体，但等离子体中自
由电子的浓度（单位体积中自由电子数）小得多。
太阳辐射的紫外线或高速粒子使高空大气电离，形成环绕地球的高空等离子体，这是我们人类拥有的
最大的天然等离子体，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重要的作用。
由于受大气密度、温度、气体的物理和化学的相互作用、太阳活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环绕地球的高
空等离子体的电子浓度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函数。
但由于地球外层高空大气受地球的引力作用，大气密度和温度呈现层状结构，太阳辐射形成的等离子
体中的电子浓度也具有层状特点，故称地球外部空间等离子体为电离层。
电离层分层结构只是电离层状态的理想描述，实际上电离层总是随纬度、经度呈现复杂的空间变化，
并且具有昼夜、季节、年、太阳黑子周期等变化。
由于电离层各层的化学结构、热学结构不同，各层的形态变化也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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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磁场理论基础(第2版)》：国家精品课程配套教材修订思路1以理工渗透为指导思想。
突出理性思维、举一反三能力训练和知识的综合应用。
2．以实验-理论-技术-应用为主线，力求理论体系完整而又与高新技术发展相兼容、3为方便教与学和
课内外的讨论，结合作者科研和教学实践。
新增加了部分思考和练习题4为适应学科发展，增加了电磁场数值分析方法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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