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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大学物理学(上册)(第4版)》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最新《理工科
非物理类专业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编写。
书中系统地阐述大学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
有力学和电磁学两篇内容，包括质点运动学、动力学，刚体力学基础，流体力学简介，狭义相对论，
电荷与电场，电流与磁场，电磁场与麦克斯韦方程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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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8.2动生电动势 进一步探讨电磁感应现象的本质时，必然要涉及感应电动势产生的
原因。
感应电动势是由什么样的非静电力引起的？
这里首先需要明确，感应电动势只是一个相对的物理量，在不同的惯性系里，对同一个电磁感应过程
的理解是不同的。
我们用图8—7简略地说明这一点。
在图中观察者甲随磁铁一起以速度口向右运动。
在他看来，金属线圈中的自由电荷相对磁铁运动，将受到洛伦兹力的作用，并以此作为线圈中产生感
应电流和感应电动势的原因；而相对线圈静止的观察者乙看到一个磁铁以速度v向固定的线圈运动。
在他看来，线圈中的自由电荷是静止不动的，不可能受到磁场力作用。
 线圈中之所以产生感应电流（或感应电动势），一定是运动的磁铁在空间产生了一个电场，是电场力
驱使线圈中电荷运动而形成电流。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不同惯性系中感应电动势的计算一般很难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概括，所以我们通
常根据磁通量变化的不同原因，把感应电动势问题分两种情况加以讨论：一种是在恒定磁场（不一定
是均匀的磁场）中运动着的导体内产生的感应电动势；另一种是导体不动，因磁场变化产生的感应电
动势。
一般我们把前者称为动生电动势（motional electromotiveiorce），后者称为感生电动势（induced
eleCtromotive force）。
尽管它们各有自己遵从的规律，但同时都统一遵从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8.2.1动生电动势的产生原因 我们先讨论一段长为L的导体ab在均匀磁场B中平动时，导体ab中产生动生
电动势的物理过程。
在图8—8中设导体ab以速度v沿垂直于B的方向运动，导体中的自由电子将随导体以同样的速度v一起运
动，每个电子受到方向向上的洛伦兹力。
fm为fm=—εv×B。
 自由电子在该力作用下，由于导体表面的约束，只能沿导体向上运动，结果在a端累积负电荷，而在b
端累积正电荷。
从而在导体中产生由b指向a的静电场E。
这样，每个电子还要受到方向向下的静电场力，fe的作用，即fe=—eE。
 当导体两端的电荷累积到一定程度时，fm与fe达到平衡。
导体内自由电子达到动态平衡不再有宏观定向运动，这时运动导体ab相当于一个电源，a端为负极，电
势较低，b端为正极，电势较高，作用在电子上的洛伦兹力就是一种非静电力。
洛伦兹力在运动导体中克服静电力fe作功，将正电荷由a端（负极）通过电源内部搬运到b端（正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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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大学物理学(上册)(第4版)》理论系统、讲解全面、难度适宜
，可供普通高等院校用作120～140学时的非物理类专业的大学物理课程的教材，也可供相关专业的师
生选用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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