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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要点二 对磁通量的理解 1.Φ=BS的含义：Φ=BS只适用于磁感应强度B与面积S垂直
的情况。当S与垂直于B的平面间的夹角为θ时，则有Φ=BS cosθ。可理解为Φ=B（S cosθ），即Φ等
于B与S在垂直于B方向向上分量的乘积。也可理解为Φ=（B cos θ）S，即Φ等于B在垂直于S方向上的
分量与S的乘积。 2.面积S的含义：S不一定是某个线圈的真正面积，而是线圈在磁场范围内的面积。如
图乙所示，S应为线圈面积的一半。 3.多匝线圈的磁通量：多匝线圈内磁通量的大小与线圈匝数无关，
因为不论线罔匝数多少，穿过线圈的磁感线条数相同，而磁感线条数可表示磁通量的大小。 4.合磁通
量求法：若某个平面内有不同方向和强弱的磁场共同存在，当计算穿过这个面的磁通量时，先规定某
个方向的磁通量为正，反方向的磁通量为负，平面内各个方向的磁通量的代数和等于这个平而内的合
磁通量。 注意（1）磁通量是标量，但有正负，其正负代表磁感线是正穿过问中间过程的情况，只需
知道初、末状态的情况。但应注意，位移、速度是矢量相减，而磁通量是代数差的绝对值。 要点三 
磁场对电流的作用力——安培力 1.安培力的大小 （1）磁场和电流垂直时：F=BIL： （2）磁场和电流
平行时：F=0。 2.安培力的方向 左手定则：伸开左手，使大拇指跟其余四指垂直，并且都跟手掌在一
个平面内，让磁感线垂直（或倾斜）穿人手心，伸开四指指向电流方向，拇指所指的方向即为导线所
受安培力的方向。注意通电导线所受的安培力的方向既跟磁场方向垂直，又跟电流方向垂直，所以安
培力的方向总是垂直于磁感线和通电导线所确定的平面。 3.安培力作用下通电导体运动方向判定的几
种常用方法 判定通电导体在安培力作用下的运动或运动趋势，首先必须弄清楚导体所在位置的磁场分
布情况，然后利用左手定则准确判定导体的受力情况，进而确定导体的运动方向或运动趋势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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