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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非物理类专业物理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最新审订的&ldquo;非
物理类理工学科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rdquo;的精神，凝聚了我院教师长期讲授大学物理课程的
实际教学经验，吸收了国内外近年来同类改革教材的优点编写而成的。
　　大学物理是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它所阐述的物理学知识、基本概念、基本规律和基本方法，是
学生学习后续专业课程和其他科学技术的基础。
通过大学物理的学习，能够使学生比较系统地了解和掌握物质运动的基本规律；能够培养学生应用物
理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可以说大学物理承担了基础知识教育和科学素质教育的双重任务。
因此编者在编写过程中，根据课程的性质精心挑选内容，注重概念的准确、物理图像的清晰，简明而
系统地讲述了物理学中的基本概念、规律以及基本理论的历史发展进程，其内容涵盖了大学物理教学
的最基本要求，并适当介绍了物理学原理在工程技术中的应用。
本书内容安排科学、合理，富于启发性和实用性。
编者力求物理概念阐述清楚，简洁得当；内容条理清晰，层次分明；语言规范，深入浅出。
本书符合高等院校理工科本科素质教育层次中大学物理作为通识教育课程的要求。
　　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从工科非物理专业低年级学生的基础理论课出发，参照&ldquo;教学基本
要求&rdquo;，以经典与近代物理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为主干，加强有机渗透。
即把有关的科技发展新成果及物理原理在工程技术中的应用，适度有机地渗透到相关部分；内容的论
述更注重围绕物理概念，知识框架，研究、分析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在保证科学性的前提下，把趣味性、实用性适时渗透到相关部分，努力实现教材便于教师教，易于.学
生学的目标。
　　全书分上、下两册，主要包括：力学、电学、磁学、热学、振动和波动、光学和近代物理基础等
内容。
为加深读者对教材内容的理解，本书配有一定数量的例题、思考题和习题，并附习题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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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依据教育部高等学校非物理类专业物理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最新审订的“非物理类理工学
科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的精神编写。
全书分上、下两册，共20章。
上册包括力学、电磁学两部分，共11章；下册包括热学、机械振动与机械波、波动光学基础、近代物
理四部分，共9章。
作为非物理专业的大学物理教材，本书一方面保持了基础扎实、内容经典、实用性强的特点，另一方
面又体现出知识面宽、内容现代化等特色。
    本书可作为理工科高等院校各专业100～130学时的大学物理教材，也可作为综合大学和高等师范院
校非物理专业及各类成人教育物理课程的教材和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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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2章 热力学基础　  热力学是物理学的一个重要部分，主要研究物质热运动的现象和规律。
对热现象研究的基本方法有两种，即宏观方法和微观方法。
相应地，理论也有两部分，以实验定律为基础的宏观理论构成热力学；以物质微观结构为基础的微观
理论构成统计物理学。
热力学理论主要包括热力学基本定律、热力学函数及其应用，以及相平衡与化学平衡等内容；统计物
理理论主要包括分子动理论、统计力学以及涨落理论等内容。
　  对热现象研究的两种方法相辅相成，互相补充。
根据观察和实验总结出来的热力学定律，以严密的逻辑推理来研究宏观物体的热性质，它不涉及物质
的微观结构，因此具有高度的普遍性和高度的可靠性，但却得不到物态方程、比热容公式等物性理论
，也不能解释涨落现象；而统计物理学则从物质的微观结构出发，依据每个粒子所遵循的力学规律，
用统计学的方法研究宏观物体的热性质可以很方便地解释涨落现象，又可以从理论上导出物态方程，
但统计物理得到的结果与实际不能完全吻合。
　  热力学基本理论随18世纪工业革命开始发展。
18世纪以蒸汽技术广泛应用为特征的工业发展为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即热力学第一定律的建立准备
了广泛的物质基础。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欧洲有迈尔、亥姆霍兹、焦耳等十多位科学家通过不同途径，独立发现了能量
守恒与转化定律。
不过，在这期间科学家们发现，用于热功转换的蒸汽热机效率很低，只有3％～5％。
为了提高热机效率，1828年，卡诺从理论上研究了提高效率的方法，提出了相应的热机理论，但这个
理论与焦耳的实验结果矛盾。
开尔文和克劳修斯发现了这个矛盾并对卡诺理论修正后，各自独立地发现了热力学第二定律。
热力学第二定律揭示了自然界中自发过程具有方向性，也就是说能量守恒的过程未必都能够实现。
1912年，能斯托提出了描述低温现象的热力学第三定律。
1939年，福勒又提出了有关热平衡的定律，称为热力学第零定律。
至此，四个构成热力学基本理论的定律全部建立起来了。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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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其它版本请见：《大学物理学（下册）（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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