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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础物理学：上册（第2版）》第一版是教育部&ldquo;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研
究项目&mdash;&mdash;理科非物理类专业基础物理内容和课程体系研究&rdquo;的成果，是面向21世纪
课程教材。
经过多年教学实践的检验，被列入普通高等教育&ldquo;十一五&rdquo;国家级规划教材，并作了全面
的修订。
　　本书在体系和内容方面进行了改革，全书不仅将近代物理的基础理论适当提前至E册．使得在课
程的较多部分运用近代物理的概念和方法进行阐释，而且在经典物理的各个部分，结合近代物理的概
念、理论和思想方法，介绍了经典物理在前沿学科和高新科学技术中的广泛应用，既体现r经典物理内
容的现代化，文切实有效地加强了基础，同时又注意适应现代社会和学科发展的要求。
　　本书上册主要内容为质点运动与牛顿定律、狭义相对论的时空观、守恒定律（一）、守恒定律（
二）、弹性体与流体、振动、波、波粒二象性、薛定谔方程、原子结构等10章。
下册主要内容为静电场、磁场、电磁感应和电磁场、交流电、电磁波、光通过各向同性介质及其边界
时的传播、干涉和衍射、光径各向异性介质中的传播、气体分子动理论、热力学、物态与相等11章。
本删为上册。
　　本书可作为高等字校非物理类专业基础物理课程的教材，也可供其他专业的师生及科技人员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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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习题 第六章振动 6.1简谐振动 一、弹簧振子 二、简谐振动的特征量 三、简谐振动的其他表示法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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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波的数学表示 五、波矢和三维空间简谐波的数学表示 六、例题 7.3波的产生和传播 一、波动方程 二
、波速 三、波的能量 四、能流密度 五、地震震级和烈度 7.4声波与电磁波 一、声波 二、电磁波 三、
例题 7.5惠更斯原理波的衍射、反射和折射 一、惠更斯原理 二、波的衍射 三、波的反射和折射定律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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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 思考题 习题 第八章波粒二象性 8.1黑体辐射与能量量子化 8.2光的粒子性 一、光电效应 二、康
普顿效应 三、电磁辐射具有粒子性的其他著名实验 四、例题 8.3实物粒子的波动性 一、德布罗意假设 
二、物质波的实验验证 三、粒子波动性的应用 四、例题 8.4波函数的统计解释 一、概率的一些基本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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谔方程 三、波函数和概率密度函数 四、隧道效应应用举例 思考题 习题 第十章原子结构 10.1氢原子光
谱和玻尔模型 一、原子的核型结构 二、氢原子光谱 三、玻尔模型的量子理论 四、玻尔的氢原子模型
和量子化 五、氢原子量子化条件和圆运动参量 六、例题 10.2粒子在中心势场中的运动 一、薛定谔方
程 二、角动量算符￡和￡的本征值和本征函数 10.3氢原子的能级 一、薛定谔方程 二、定态波函数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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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一、化学键 二、分子能级和分子光谱 思考题 习题 附录 基本物理常量 一些常用单位的换算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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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牛顿运动定律 牛顿三定律是质点动力学的基本定律。
对于那些不能看作质点的一般物体，也都可以把它们看作由许多个质点组成的系统。
所以牛顿定律也是研究一般物体动力学问题的基础。
 牛顿和伽利略、笛卡儿、惠更斯等都以观察和实验为依据，同时采用理论分析，研究了动力学的基本
规律。
牛顿做了集大成的工作，总结成了三定律。
牛顿特别重视"力"的概念。
三定律与他所研究的引力定律一起，构成了他的理论体系的框架，在广阔的范围内得到成功的应用。
直到20世纪初才在高速领域和微观领域发现它的局限性。
 牛顿三定律的基本内容可以表述如下： 第一定律：任何物体都将保持其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的状态
，直到其他物体施加于它的作用力迫使它改变这种状态。
 第二定律：物体在受到外力作用时，所获得的加速度的大小与合外力的大小成正比，并与物体的质量
成反比，加速度的方向与合外力的方向相同。
 第三定律：任何两个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必定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沿着同一直线，分别作用在
这两个物体上。
 下面略述几点与上述内容有关的概念。
 二、惯性运动和加速运动 牛顿定律把物体的运动区分为两类：一类包括静止的状态和匀速直线运动
的状态。
另一类是有加速度的运动状态。
静止和匀速直线运动是物体自然的运动状态，物体自身具有使它的运动状态保持不变的属性，这一属
性就是物体的惯性。
这种因惯性而保持不变的运动状态也就称为惯性运动状态。
但是物体周围还有其他物体存在，物体与周围其他物体相互作用，使它受到其他物体施加于它的力。
力的作用迫使物体改变原有的运动状态而获得加速度。
作用于物体的力是改变物体原有运动状态而进入加速运动状态的因素。
 三、惯性参考系 在三定律的上述表述中，力和惯性显示突出的作用。
其中还隐含着一个重要的概念没有明显表达出，这就是"惯性参考系。
" 物体是作惯性运动还是作加速运动，取决于它是否从外界受到力的作用。
可是从运动学我们知道，物体的运动状态是与描述运动的参考系相关联的。
选取两个相对作加速运动的参考系S和S＇来看，设有一物体A对于S没有加速度，那么，它对于S＇就
必定有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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