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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工程电磁场原理》（第1版）自2002年出版以来，已连续7次印刷，总印数达2．2万余册。
正是在这样的规模效应激励下，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持续发展的历史进程，遵循与时俱进地深化教
学改革成果的指导思想，对原教材的修订进入议事日程。
经评审，本书继续被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规划。
　　当前，在经济全球化、工程技术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日趋频繁的背景下，不断完善我国高等工程教
育质量，提升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国际竞争力，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任务之一。
“电磁场”课程作为电气信息类专业本科生必修的一门重要技术基础课，其定位为面向国际化工程教
育，应为电气信息类学生的专业课学习提供必备的知识基础，并服务于高素质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目
标的需求。
　　因此，本书是在保持第1版原有特色的基础上继续以“电磁场”课程面向工程教育的定位，及其
在电气信息类专业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培养上日益发展的需求，提炼全书的教学体系、内容和方法
，主要归结为：首先，第2版继承第1版所构建的理论体系，即运用演绎法，从麦克斯韦方程组出发，
基于矢量场的亥姆霍兹定理，由一般到特殊进行推理和论述。
其中，以教学经验和方法为依据，对时变电磁场知识点的处理，在第2版中，修订为第4章动态电磁场I
：基本理论与准静态电磁场和第5章动态电磁场Ⅱ：电磁辐射与电磁波，以求更完善的教学效果。
同时，也将更有利于在动态电磁场范畴内表述电磁场科学内涵的统一性与对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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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程电磁场原理》（第2版）源于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
果，其第1版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同时还被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教材规划。
本教材继续被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规划。
全书体系面向高等工程教育，以电气信息类学生拓宽专业培养口径为立足点，依循日益发展的电磁场
工程学科与相关学科融合的特点，突出强电与弱电的结合，电磁理论与工程实践的结合，较好地处理
了与物理中电磁学的关系，并引入“工程电磁场应用专题”，展示了电磁场与前沿科学问的结合点。
全书主要内容为：电磁场的数学物理基础、静态电磁场I（静电场）、静态磁场Ⅱ（恒定电流的电场和
磁场）、动态电磁场（基本理论与准静态电磁场）、动态电磁扬Ⅱ（电磁辐射与电磁波）和工程电磁
场应用专题。
    《工程电磁场原理》（第2版）可供普通高等学校电气信息类专业作为“电磁场”课程教材，也可供
有关科技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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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在电路理论按演绎法展开阐述时，首先，建立了理想化的电路模型——由理想电源和
纯电阻、纯电感及纯电容元件所组成的电路模型。
此时基本物理量定义为电压（u）、电流（i），以及对应于基本电路元件，定义了电阻（及）、电感
（乙）和电容（C）三个基本电路参数；其次，规定了基本物理量的数学运算方法。
例如，在集总参数电路中，对于直流电路，其主要系统变量所涉及的电压、电流为常量，此时，支配
基本量的数学方程是代数方程；对于交流电路，系统变量是标量，且与时间相关联，但与空间坐标无
关，此时，支配基本量的数学方程是常微分方程。
然后，在科学实验论证的基础上，基于电路模型，给出宏观电磁现象和电磁过程的基本规律的数学描
述，即一系列基本定律与法则，例如，基尔霍夫电压和电流定律等。
从而演绎法的展开，即可对应于千变万化的各类电网络的电磁现象和过程，分析研究其激励源和响应
之间的基本特性、分析计算方法，以及实际应用原理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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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工程电磁场原理(第2版)》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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