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1 磁场 磁感线



基础复习

• 1.物体有吸引铁一类物质的性质叫磁性。

• 2.具有磁性的物体叫磁体。

• 3.磁体上磁性最强的部分叫磁极。

• （北极：N      南极：S）

• 4.磁化------将无磁性物质变为有磁性物质

• 5.同名磁极相斥，异名磁极相吸。

磁体之间相互作用是怎样发生的？



一、电和磁的联系

1. 1. 磁体周围空间存在磁场磁体周围空间存在磁场
磁体A 磁体B磁场

产生 作用于

产生作用于

2. 2. 电流周围空间存在磁场电流周围空间存在磁场  (1820(1820年年    奥斯特实验奥斯特实验))

？

磁体对电流有没有作用力？

电流A 磁体B磁场
产生 作用于

产生

    1820年4月奥斯特偶然发现通电导线沿南北方向水平放

置时，放在下面的指南针发生了转动。奥斯特的实验首先

发现电流周围也存在着磁场。揭示了电与磁之间存在联系，

打开了电磁学的大门，为后来法拉第的研究工作(电能生磁、

磁也可以生电)奠定了基础。



实验演示一

电流A 磁体B磁场
产生 作用于

产生作用于

磁体对电流有作用力

电流对电流有没有作用力？

实验演示二

电流A 电流B磁场
产生 作用于

产生作用于

磁体对电流有作用力

电流对电流也有作用力

同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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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和磁的联系

⑵磁场的基本性质：对处于其中的磁极和电流有力的作用.这为我们检

验磁场的存在提供了根据．

⑴磁场是媒介物：磁体间、磁体与电流间、电流间的相互作用都是通过

磁场发生的.

⑶磁场的物质性：磁场是一种特殊形态的物质：场（电场、磁场、引力

场等）它虽不同于由原子和分子所组成的实物，但也是不依赖于我们的

感觉而客观存在的物质．

磁体和电流都能产生磁场，磁场对磁体和电流都有作用力，那么磁现象

的本质是否相同？

3. 3. 重要说明重要说明



运动的电荷（电流）产生磁场，

磁场对运动电荷（电流）有磁

场力的作用．一切磁现象都可

以归结为运动电荷（电流）之

间通过磁场发生的相互作用．

这就是磁现象的电本质．　

一、电和磁的联系

4. 4. 磁现象的磁现象的电本质电本质

    安培所提出的“分子电流”的假说认为，在原子、分子或分子团等物质微粒

内部，存在着一种环形电流--分子电流，分子电流使每个物质微粒都形成一个微

小的磁体．未被磁化的物体，分子电流的方向非常紊乱，对外不显磁性；磁化时，

分子电流的方向大致相同，于是对外界显示出磁性．

罗兰实验:把大量的电荷加在橡胶盘上,然后使盘绕中心轴线转动,如图:在盘附近用小磁针来检验

运动电荷产生的磁场.

结果发现：带电盘转动时，小磁针发生了偏转，而且改变转盘方向，小磁针偏转方向也发生转变。

此实验说明：电荷运动时产生磁场,即磁场是由运动电荷产生;(即:一切磁场都来源于运动电荷,

揭示了磁现象的电本质。)

运动
电荷

运动
电荷磁场

产生 作用于

产生作用于



二、磁场的方向 磁感线

11．磁场具有方向性．．磁场具有方向性．
22．．磁磁场场方方向向的的规规定定，，在在磁磁场场中中的的任任一一点点，，小小磁磁针针

NN极极受受力力的的方方向向((小小磁磁针针SS极极受受力力的的反反方方向向）），，亦亦即即

小磁针静止时小磁针静止时NN极所指的方向为该点的磁场方向．极所指的方向为该点的磁场方向． N S

F1

F2

N

S

如图所示，把小磁针放入磁场中，磁场方向

如图所示，说明小磁针将怎么样转动以及停

在哪个方向？



二、磁场的方向 磁感线

1.1.物物理理意意义义：：磁磁感感线线是是为为了了形形象象地地描描述述磁磁场场的的强强

弱弱及及方方向向而而人人为为画画出出的的一一系系列列曲曲线线．．曲曲线线上上每每一一

点的切线方向跟该点的磁场方向相同。点的切线方向跟该点的磁场方向相同。

（（11）磁感线是假想的曲线．用假想的、形象的磁感线来描写实在）磁感线是假想的曲线．用假想的、形象的磁感线来描写实在

的、抽象的磁场．的、抽象的磁场．

（（22）磁感线的疏密表示磁场的强弱，磁感线较密的地方磁场较强．没）磁感线的疏密表示磁场的强弱，磁感线较密的地方磁场较强．没

有画到磁感线的地方不表示那里没有磁场存在．有画到磁感线的地方不表示那里没有磁场存在．

（（33）磁感线不相交，也不相切．）磁感线不相交，也不相切．

（（44）磁感线总是闭合曲线，在磁体的外部是从）磁感线总是闭合曲线，在磁体的外部是从NN极出来，进入极出来，进入SS极，极，

在内部则由在内部则由SS极回到极回到NN极，形成闭合曲线．极，形成闭合曲线．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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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等量异种电荷形成电
场的电场线相似．

N、S极之间有一条直
线电场线．

人教版高一物理必修第三册 13.1磁场和磁感线 课件(共28页)

人教版高一物理必修第三册 13.1磁场和磁感线 课件(共28页)



三、安培定则

1.1.判断直线电流产生的磁场方向判断直线电流产生的磁场方向

　    安培定则（右手螺旋定则）：用右手握住导

线，让伸直的大拇指所指的方向跟电流的方向一致，

弯曲的四指所指的方向就是磁感线的环绕方向．

纵截面图

横
截
面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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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环形电流周围磁场环形电流周围磁场

三、安培定则

　    安培定则：用右手握住螺线管（或环形导线），让弯曲的四指所指的方

向跟电流方向一致，大拇指所指的方向就是螺线管（或环形导线）内部磁感线

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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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通电螺旋管周围磁场通电螺旋管周围磁场

三、安培定则

　安培定则：用右手握住螺线管（或环形导线），让弯曲的四指所指的方向

跟电流方向一致，大拇指所指的方向就是螺线管（或环形导线）内部磁感线

的方向．

立体图 横截面图 纵截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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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倾角

1.地磁场像一个条形磁铁形成的磁场．地磁场的

N极在地理南极附近，地磁场的S极在地理北极附

近．地球内部磁场方向由北向南，地球外部磁场

方向由南向北．

2.在南（北）半球地磁场的方向向北偏上（下），

在赤道上方磁场方向水平向北．

3.地球上的人类和某些生物常利用地磁场来确定

方向．

四、地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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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　对磁场和磁感线概念的理解

磁场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它是运动电荷周围客观存在的一种物质，而磁

感线是为了形象描述磁场而人为引入的假想曲线．磁感线每一点的切线方向

跟该点的磁场方向相同，磁感线的疏密表示磁场的强弱．磁感线是闭合曲线，

而电场线是非闭合曲线．

运动
电荷

运动
电荷

磁场
产生 作用于

产生作用于

磁场是一种特殊形态的物质：场（电场、磁场、引力场等）它虽不同于由原

子和分子所组成的实物，但也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客观存在的物质．

熟悉六种常见磁场的磁感线的空间分布．学会把空间立体图变成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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