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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磁学理论存在严重缺陷，无法解释许多物理现象。

本文用实验得到与现代磁学理论相反的结果。

本文提出金属磁化的微观结构及相应理论。

物理学各个学科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新月异的发展，唯独磁学至今没有任何进展，

就是因为至今磁学的基础理论是错误的。本文试图建立一个新的磁学理论体系，为开发新型

磁性材料及其应用提供理论依据和导向，即金属磁化三公式：

磁化过渡过程公式

磁化最大值公式

磁通量分布公式

现代磁学理论认为：物质磁化磁场是由磁偶极子或分子场、原子场构成，以此无法解释

很多物理现象，如：

* 至今未发现磁偶极子。

本文认为物质内不存在磁偶极子，物质的磁性单元是做圆周运动的带电粒子。“磁偶极

子”仅仅是伴随带电粒子做圆周运动时所产生的一种物理效应。物质的磁性单元没有确定的

几何尺寸、磁性大小，而取决于带电粒子的电量及其运动状态。

* 现代磁学理论无法解释磁通量在铁磁体中的不均匀分布。

铁磁性物质无论是在均强外磁场作用下磁化，或在剩磁状态下，只要磁体呈现磁性，其

磁通量在铁磁体内的分布就是不均匀的，沿径向，越远离轴线，靠近边缘，磁通密度越大。

分子、原子是构成物质的基本粒子，从宏观角度看，由于物质是均匀的，因此，构成该

物质的分子、原子在该物质中的分布也必然是均匀的，即，由均匀分布的分子、原子构成的

磁场不可能形成铁磁性物质中的不均匀的磁化磁场。也就是说，铁磁性物质的磁化磁场不是

由分子场、原子场构成的。

分子场、原子场所形成的磁通量绝大部分在物质内形成闭合磁回路，对宏观磁场的影响



很小，因此，分子场、原子场只能构成弱磁性物质。

* 无法解释强磁性物质的磁化曲线。

在外磁场的作用下，磁体内各磁性元素的磁极取向将趋于一致，以现有磁学理论，磁体

的磁化强度将随外磁场的加大而增大，其磁化曲线的导数只能大于 0 并趋于 0，不可能为负

数。但实验的磁化曲线表明：铁磁体的磁化强度开始时随外磁场强度加大而增大，存在一个

最大磁化强度，之后继续加大外磁场强度，该磁体磁化强度反而减小，其曲线的导数为负数，

与现有理论不符。

* 无法解释微小针状铁磁体在外磁场中的状态。

以现有理论，所有针状铁磁体都应该依附于磁体表面。但在现实中，微小针状铁磁体的

轴线必然沿着所在处的外磁场方向。无论预先把针状铁磁体设置成何种状态，外力消除后，

在磁体上，其直立于磁体表面；在磁体外，沿磁力线有序排列。

* 无法解释金属磁化的“各向异性”。

* 无法解释大尺寸磁体磁化时，在磁体表面形成“电子云”。

* 无法解释铁磁体的排斥现象，即：在一定条件下，铁磁体可以被任意磁性磁体推斥。

实验如图所示。

其中：

A 为永磁体或电磁铁的一个磁极，在本实验中是直径约 20cm 的一段圆铁的平滑一端，



把该圆铁做成电磁铁，A 端磁极磁性可随励磁电流方向的改变而改变。

O 为轴，在本实验中是去掉全部磁性材料的一电表轴支架，将轴改用铜材，其游丝指

针结构可用来测量力矩。

B 为非磁性材料的棒状物，可绕轴 O 转动，在本实验中是一块硬质泡沫塑料。

C 是没有剩磁的铁磁性物质，在本实验中是去掉圆头的一段大头针，C 的长度远大于

其直径。C 处于 A 的边缘，且与 A 的端面平行。

大头针是铁磁性物质，属强磁性物质，强磁性物质都是顺磁性物质，即，按现代磁学理

论，在本实验中的大头针无论如何都必然被电磁铁吸引。但是处于本实验条件下、图中位置

的大头针无论电磁铁的极性如何变化，大头针均被该电磁铁推斥。

这一物理现象是与“铁磁性物质”的定义直接相矛盾的，是与现代磁学理论直接矛盾的。

该实验结果更为明确的表述是：

在本实验条件下的任何地方，针状铁磁性物质向该针状体轴线与其所在处磁力线夹角小

于 90 度的方向运动。

该试验从一个侧面验证了本文理论的正确性。

本文定义：

1．磁素：在均恒外磁场作用下做匀速圆周运动的带电粒子称为磁素。[ 除特别声明外，

本文以电子为例 ]

2．磁素平面：磁素所在平面称为磁素平面。

3．磁素中心：磁素做圆周运动的圆心称为磁素中心。

4．磁素轴线：多个磁素中心连线称磁素轴线。

5．磁素串：把按相等间隔、同相位、相同运动半径、其磁素轴线平行于外磁场的一串

磁素称为磁素串。

6. 磁素管：一磁素串各磁素连线随磁素做圆周运动时所扫过的圆柱面称为磁素管。

7. 磁素管中截面：一磁素管中与相邻磁素平面等距的磁素管截面称为磁素管中截面。

8. 中截面磁通量：由一磁素串中所有各磁素产生的，通过自身磁素串一中截面的磁通

量的总和称为中截面磁通量。

9. 磁素串的有效磁通量：磁素串产生的磁通量对宏观物理量有贡献的部分称为磁素串

的有效磁通量。



在外磁场作用下，铁磁性物质内形成磁素串的过程即是该物质的磁化过程。

磁体的宏观磁通量是由磁体内磁素串的有效磁通量构成的。

本文认为，铁磁性物质的磁化磁场只能是由自由带电粒子构成：金属内做布朗运动的带

电粒子在外磁场作用下成为磁素，磁素相互作用形成磁素串而产生有效磁通量。要形成较强

的磁化磁场，不仅要求具有较多的自由电子，还要求该物质具有形成磁素串的微观结构，具

备该条件的物质就是铁磁性物质。

由于内部的微观结构在不同方向对形成磁素串的影响不同，从而造成金属磁化的“各向

异性”。

设理想条件下：无限长、均匀圆柱铁磁性物体在匀强磁场中、其轴线平行于外磁场方向，

则：

1．磁素沿磁体轴线方向形成磁素串。

2．磁素串以磁体轴线为中心分层分布，在同一半径周线上均匀分佈。

3．各磁素串中的相邻磁素的间距相同、各磁素管半径相同。所有磁素整体同相位运动。

各磁素串的有效磁通量函数表达式中：K 为常数， h 为磁素管中相邻磁素间距离；R 为磁

素管半径。

经计算，本文的磁化过渡过程公式与苏联物理教科书中的磁化实验曲线高度吻合。

通过简单的定性分析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开始随外磁场加大，磁素管有效磁通量随

之增大；由于 R 随外磁场的增大而减小，磁素管漏磁随之增大，当其成为主要因素后，有

效磁通量随外磁场的增大反而减少。

计算磁化磁体内各磁素的受力。

设：相邻磁素串层的层间距离为 d；磁素串轴线与该磁体轴线距离为 D，通过计算， d

随 D 的增大而减小。显然，磁素位势能随 d 减小而增大。



本文的磁通分布公式与铁磁性物质实际磁通分布是一致的。

通过简单的定性分析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p、q 为磁化磁体一截面内二磁素管轴线，

且 Dp＞Dq，过 p、q 分别作其所在圆的切线，定性比较分析 p、q 上磁素所受的电场力，即

可得到上述结论。

针状磁化磁体与外磁场磁力线相对位置不同时，其轴线平行外磁场，则磁素串层的层数

最少，这时该磁体的位势能最小。所以，针状铁磁性物质在外磁场下，其轴线总是沿着外磁

场方向。

本文实验更为本质的表述是：铁磁性物质在外磁场作用下磁化，具有磁能，该磁能具有

位势能，其磁能不仅与外磁场强度有关，还与该铁磁体宏观形状、微观结构以及与外磁场的

相对位置有关。例如，当本实验中铁磁性物质为球状体时，无论在图中任何位置，都被电磁

铁吸引。当该铁磁性物质为针状体，其轴线与其所在处外磁场方向相同时，其位势能最小；

其轴线与外磁场方向垂直时，其位势能最大。针状体轴线与其所在处磁力线夹角小于 90 度

的方向是其位势能减小的方向，因此，该针状体必然向该方向运动。

推论：

1. 随着磁体径向尺寸的加大，最外层磁素层层间距离随之减小，所受斥力增大，当该

力超过物体表面力时，该层电子将“逸出”该物体，这就是足够大的磁体在磁化时，会在该磁

体表面形成“电子云”的原因。

2. 为了在磁体轴截面获得均匀的磁通量，可以沿磁体轴截面分层处理，分层越细，磁

通量分布越均匀。例如可采取磁性材料与绝缘材料间隔喷涂的方法。

采用分层结构，再大尺寸的磁体都不会出现电子云了。

3. 地球内部物质因高温电离，该岩浆由于地质结构而形成树杈状，延伸到地球表面的

就是火山。熔岩中的电子和离子在地球自转磁场的作用下形成磁素串，由于“树杈结构”与地

球磁场之间的相对位置，磁素串对地球产生作用力，使地球的“地理极轴”偏离地球的磁轴。

由于地球地质结构不断变化，所以该地轴也是不断变化的。

4. 由于地球尺寸已足够大，使外层电子逸出地球，在地球表面形成“电离层”。

5.同样的道理，太阳表面也有电离层。

如果把具有热源的星体称为“热星体”，没有热源的星体称为“冷星体”，那么，热星体都

有“电离层”，而“冷星体”没有。也可以反过来说，凡有“电离层”的星体是“热星体”，如地球；

没有电离层的就是“冷星体”，如月亮。

6. “冷星体”的坑状地貌不可能是“火山口”，只能是星体撞击形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