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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物理学》是根据2010年教育部高等学校物理学与天文学教学指导委员会编制的《理工科类
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编写而成的。
全书共六篇，分上、下两册，涵盖了《教学基本要求》中的全部A类要求的内容和部分B类要求的内容
。
上册包括力学、振动和波、热学三篇；下册包括电磁学、光学、近代物理基础三篇。
　　《大学物理学》具有注重基础理论知识、突出课程的系统性和应用性、强化思维训练等方面的特
点，可作为高等学校理工科各专业的大学物理课程的教材，也可供其他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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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加了外电场E0后，分子的正、负电荷受到的电场力方向相反，其中心将发生相对位
移，每个分子等效成一个电偶极子，其电偶极矩的方向沿E。
方向排列。
若电介质的密度是均匀的，分子电偶极矩有规则排列的结果是在电介质内部正、负电荷相互抵消，介
质内部无净电荷。
但在界面上相互抵消不了，将出现净电荷，称为极化电荷或束缚电荷，这种现象称为电极化现象。
显然，外电场E0越强，分子正、负电荷中心拉开越远，其电偶极矩就越大，电介质表面上出现的极化
电荷就越多，电极化现象就越强。
这种由于分子正、负电荷中心相对位移引起的极化称为位移极化。
 如图9—14（b）所示，对于有极分子电介质，在没有外电场时，虽然每个分子的电偶极矩p≠0，但由
于分子的无规则热运动，各分子电偶极矩的取向杂乱无章，整个电介质不显电性。
加上外电场E0后，电介质分子都受到电场力矩的作用，使得每个分子电偶极矩力图转向E0的方向，这
些分子的电偶极矩就呈现出某种规则性排列，从而使整块电介质分子的电偶极矩的矢量和不为零。
这种由于分子电偶极矩转向外电场方向而引起的极化称为取向极化。
由于分子的无规则热运动，各个分子电偶极矩方向并非都沿E0方向，但外电场E0越强，在电介质表面
上出现的极化电荷越多，电极化现象越强。
 虽然两种电介质受外电场的影响所发生变化的微观机制不同，但其宏观效果是一样的。
在均匀电介质内部仍表现为电中性，其表面都会出现极化电荷。
故在对电介质的极化作宏观描述时，将不再区分两种极化。
 9.2.3 介质中的电场分析和高斯定理 1.介质中的场强 电介质在外电场中要出现电极化现象，在其表面或
内部会出现极化电荷。
有电荷就要激发电场，设极化电荷激发的电场为E'。
根据场强叠加原理，某点处的总场强E应等于原来该处的外电场E0与极化电荷在该处激发电场E'的矢量
和，即外电场E0可以由空间分布的自由电荷产生。
例如，导体由于得到或失去自由电子而带上的电荷为自由电荷。
当然，极化电荷所激发的电场反过来影响自由电荷的分布，影响原来的外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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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物理学(下册)》具有注重基础理论知识、突出课程的系统性和应用性、强化思维训练等方面的
特点，可作为高等学校理工科各专业的大学物理课程的教材，也可供其他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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