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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物理》系统讲解了大学物理学课程的知识点，内容涉及运动学、力学、分子动理论、振动与波
、电磁学、波动光学和近代物理基础。
《大学物理》注重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的阐述，具有知识点全面、讲述清晰简要的特点。
作为基础课程教材，《大学物理》在编写过程中从实际的教学环境、教学对象和教学要求出发，力求
做到&ldquo;好教好学&rdquo;，并且有益于后续相关课程的学习。
《大学物理》适合作为大学本科化学类、生命科学类、医药类专业一、二年级本科生大学物理课程教
材，也可作为相关专业学生和社会读者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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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 章 质点运动学自然界的一切物质都是运动的. 实际物体的运动是较复杂的，一般可分为平动、转动
和形变. 所谓平动是指物体整体位置的移动，物体作平动时，物体中任意两点之间连线的方向保持不
变. 为了使讨论的问题简化，本章暂不涉及转动和形变，仅研究一个形状和大小可以不计但具有一定
质量的物体的运动，这样的物体称为质点（particle）. 质点是物理学中引入的一个理想模型. 平动可以
归结为质点的运动.对于质点的运动，通常从两个方面进行讨论. 首先是单纯地描写质点在空间的运动
情况，即说明它的运动特征，如质点的位置、速度、加速度、轨道等，这部分内容称为质点运动学. 
其次是讨论质点运动产生的原因和控制运动的方法，即说明运动的因果规律，如牛顿运动定律等，这
部分内容称为质点动力学.本章介绍质点运动学，即讨论质点运动的定量描述问题. 由于在力学理论中
普遍采用了矢量和微积分学等数学方法，为此，本章首先简单介绍矢量及矢量微商的有关知识.1.1 矢 
量1.1.1 矢量的定义和表示方法1.矢量的定义有一些物理量除有大小外，还有方向性. 我们定义：既有大
小又有方向并满足平行四边形加法法则的量为矢量（vector）. 例如，&ldquo;力&rdquo;、&ldquo;位
移&rdquo;、&ldquo;加速度&rdquo;等都是矢量.2.矢量的表示方法一个矢量可以用一个具有一定长度、
一端带有箭头的线段表示. 如图1-1 所示，线段长度表示相应单位下矢量的大小，箭头所指方向即矢量
的方向. 矢量在书写时可以用符号A表示，在印刷品中则一律用黑斜体字母表示，如A. 矢量的大小（数
值）称为矢量的模，表示为A或A.3.矢量的相等 负矢量两个矢量只有大小相等且方向相同时，这两个
矢量才相等，如图1-2（a）中A=B. 如果两个矢量大小相等而方向相反，则称它们互为正负矢量，如
图1-2（b）中A= -B或B= -A.（a） （b）图1-1 矢量的表示 图1-2 矢量的相等和负矢量4.单位矢量如果矢
量的模等于1，则该矢量称为单位矢量（unit vector），用符号0 A 表示，即A= AA0 （1-1）1.1.2 矢量的
加法与减法一般来说，矢量运算时任一个矢量都可以平移. 如矢量A、B（其夹角为&theta;）相加，可
通过平移使两个矢量的起点重合，再以二矢量为两边作平行四边形，从两个矢量的起点出发的平行四
边形的对角线矢量就是它们之和C（与A 的夹角为&alpha;），如图1-3（a）所示. 但有时简化为三角形
加法更为简便，这就是通过平移使B 的起点与A 的箭头端重合，再从A的起点连到B 的箭头端的矢量C 
就是A、B 之和，如图1-3（b）所示， 即C=A+B=B+A.（a） （b）图1-3 矢量的加法由图1-3 可知，矢
量加法满足交换律，同时C= A2+B2+2ABcos&theta; （1-2）arctan sincosBA B&theta;&alpha;&theta;=+
（1-3）如果是多个矢量相加，连续运用三角形加法就很容易推广为多边形加法. 如图1-4 所示，矢量A1
、A2、A3、A4、A5 相加，其和为51ii= &Sigma; A .由矢量加法的法则和负矢量的定义，易得矢量减法
运算方法如图1-5 所示，矢量A 减矢量B，可通过平移使两个矢量的起点重合，从矢量B 的末端指向矢
量A 的末端的矢量C 就是A、B 的矢量差.图1-4 多个矢量相加 图1-5 矢量的减法1.1.3 矢量的乘法矢量因
具有大小和方向两个因素，所以矢量乘法不像标量（无方向的量）那样简单，根据需要，我们定义三
种乘法.&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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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陈曙主编的《大学物理》在大学物理教学大纲的总框架内，对课程所涉及的知识点、展开讨论的切入
点、研究问题的深度和广度等方面都有所考量。
本书融入了编者在中国药科大学几十年物理学课程教学实践的体会，同时也关注到学生知识基础、知
识水平的变化和提高，以及化学、药学、现代生命科学的发展。
编者深知，一门课程的教材对教师和学生来讲，既是教学的引导者和组织者，又是教学内容的主要出
发点，是教师与学生连接的重要平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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