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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物理导论(下册)(修订版)》是一部面向前沿、内容丰富、信息量大、独具特色的大学物理教材
。
《大学物理导论(下册)(修订版)》包括电磁学、光学、原子与原子核物理学。
书中叙述了物理概念的形成、发展和演变过程，具体且深入地揭示了物理概念的内涵。
在阐述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定律时，还介绍了这些理论建立的过程，在重大发现中物理学家探索
的历程，分析了他们的研究思路、创造性工作特点以及所用的研究方法。
在保持经典物理知识体系相对完整的同时，还介绍了物理学的新进展和前沿物理中的新知识，例如守
恒定律与对称性，混沌与牛顿力学的内在随机性，相对论与近代宇宙论，耗散结构与信息熵，遗传信
息的传递，X射线衍射对DNA结构的分析，原子和分子结构，化学键的量子理论以及原子核和基本粒
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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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832年，法拉第发现在相同条件下不同金属导体中产生的感应电流与导体的导电能
力成正比（欧姆定律已在1826年得出），他由此意识到在电磁感应中产生了感应电动势。
这个电动势与导体的性质无关，只取决于导线和磁力的相互作用。
在闭合回路中感应电动势产生了感应电流，在开路中没有感应电流，但感应电动势还存在。
 12.1.2 法拉第的科学思想方法 1.确信各种运动形式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 法拉第对自然力（或能）的
统一性具有坚定的信念，他始终不渝地为证实各种现象之间的普遍联系而努力。
他在“关于光的偏振面的磁致偏转”一文的开始就明确指出：“我长期以来坚持一种看法，几乎可以
说是确信，⋯⋯物质的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各种形式，都有一个共同的起源，或者换句话说，它们如此
的直接关联和相互依赖，以至好像可以从一种形式转换成另一种形式，并在它们的作用中具有相等的
能力。
”相信并力图揭示自然力的“统一性”这一指导思想是贯穿他整个研究工作中的一条主线。
他坚持不懈地为从实验上证实电、磁、光之间的联系而努力。
显然，电磁感应现象和磁致旋光现象的发现都是在他的关于自然力之统一的思想指导下得出的。
   法拉第在1831年发现了电磁感应，揭示了电与磁的相互联系后，并不就此止步，而是让研究继续向
前发展，揭示自然界各种运动形式的普遍联系。
1845年，法拉第发现了光的振动面在强磁场中的旋转。
这表示光学现象与磁学现象间存在内在的联系。
当他用一束偏振光顺着磁力线方向透过置于强电磁铁的两个磁极之间的“重玻璃”时，利用尼科耳棱
镜，他发现光的偏振面发生了一定角度的偏转，磁力越强，偏转角越大。
这就是法拉第的磁致旋光效应。
这个发现载于他的《电学的实验研究》第19节。
法拉第兴奋地说：“我确信，光与电和磁的关系是从这里开始被发现的。
”“这件事更有力地证明，一切自然力都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有着共同的起源。
”我们知道，这种效应实际上是磁场使位于其中的物质受到影响，间接地使光的偏振面发生旋转，并
非磁场对光的直接作用。
 2.力线和场的概念 在发现电磁感应现象后，法拉第还用磁力线概念来解释这一现象。
1831年11月，他在《电学的实验研究》中指出：“当导线与电源接通时，磁力线向四周扩张，在它横
穿过的导线中产生感应电流；在断开电源时，磁力线向着减弱的电流收缩和返回，因此在相反方向上
横穿过导线运动，引起了与第一种情况相反的感应电流。
”他又指出：“相对于磁铁运动的金属中存在的感应电流取决于金属横切的磁力线，这一定律为我们
提供了更精确、更明确的表述。
” 法拉第深邃的洞察力还进一步反映在下面的一封信中。
1832年，法拉第留下了一封密封的信给英国皇家学会。
信封上写着“现在应当收藏在皇家学会档案馆里的一些新观点”，这封信存放了106年，直到1938年才
被找出来启封公布。
法拉第在信中写道：“⋯⋯磁作用的传播需要时间，即当一个磁铁作用于另一个远处的磁铁或者一块
铁时，产生作用的原因（我认为可以称之为磁）是逐渐地从磁体传播开去的；这种传播需要一定的时
间，而这个时间显然是非常短的。
我还认为电感应也是这样传播的。
我认为磁力从磁极出发的传播，类似于起波纹的水面的振动或者空气粒子的声振动，也就是说，我打
算把振动理论应用于磁现象，就像对声做的那样。
而且这也是光现象最可能的解释。
类比之下，我认为也可以把振动理论运用于电感应。
我想用实验来证实这些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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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物理导论(下册)(修订版)》可作为理、工、农、医院校普通物理课程的教材，也可供中学物理
教师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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