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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物理学是研究物质结构及其运动形态的科学，物理学探索的是物质世界最普遍、最基本的规律。
它所研究的范围包括小到电子、质子，大到类星体；从150亿年前宇宙大爆炸直到今日的一切对象。
物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基础，从17世纪以来，一直是创建边缘、交叉科学，推动相关学科发展的领头
学科，特别是20世纪初建立的近代物理，几乎深入到各个领域内，并发挥着巨大和潜在的作用。
　　物理学与数学从一开始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由于物理学中涉及许多变量，为了研究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就需要使用微积分学这一数学工具。
事实上，牛顿正是基于研究物质运动规律的需要才创建微积分学的。
此后的300多年问，物理学和数学之间一直是互相交融、彼此促进的。
例如，自20世纪中叶以来，物理学家通过使用群论、微分几何等数学工具去研究物质世界中普遍存在
的对称性规律，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反过来，来自于这些物理问题的二些新的数学结构又为数学学
科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物理学与化学之间也是互相交融、并肩前进的，例如，基于量子物理学的基本规律去深入研究化学现
象的量子化学已成为化学学科的一个主流方向。
物理学与生命科学的关系，由量子力学创始人薛定谔的一句名言“生命赖以负熵为生”而蕴含其中。
生物分子学的发展，双螺旋结构DNA的确定，更显示出物理学在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地位。
申农引入信息熵，把信息科学和物理学有机地联系起来。
物理学的这种特殊地位和作用，使它成为科学素质教育的必修课。
　　另一方面，物理学是理论与实践高度结合的科学。
在物理学创建后的300多年中，物理学促成了三次技术大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力和生产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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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物理学（上册）》分上、下册。
上册内容包括质点力学和质点系统的力学规律、刚体的运动规律、狭义相对论、振动和波、热平衡态
的统计分布规律和热力学三大定律。
《大学物理学（上册）》内容精练，注意增加现代物理学的内容及应用，力求经典内容现代化，并适
当减少了习题的难度。
　　《大学物理学（上册）》可作为高等院校理、工科非物理专业大学物理教材，也可供师范、专科
院校的教师和学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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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力学第一章力学引论1力学的研究对象2力学中的数学方法3力学中的基本物理量3.1基本量与
导出量单位量纲3.2牛顿力学的适用范围习题第二章运动学1质点运动的矢量描述1.1位移和元位移1.2速
度1.3加速度2质点运动的坐标描述（I）2.1直角坐标系2.2质点运动的直角坐标描述3质点运动的坐标描
述（Ⅱ）3.1平面极坐标系3.2圆周运动、角速度和角加速度3.3自然坐标系4运动描述的相对性4.1绝对时
空观4.2运动描述的相对性4.3伽利略变换习题第三章动力学1牛顿动力学1.1惯性参考系1.2质量力1.3牛顿
定律解题示例1.4牛顿动力学：从质点到质点系统2动量、动量定理及动量守恒2.1动量的引入2.2动量定
理2.3动量守恒定律3动能、势能及机械能守恒3.1动能、功和动能定理3.2保守力和势能3.3功能原理和机
械能守恒定律3.4能量守恒定律4角动量、角动量定理及角动量守恒4.1角动量的引入4.2角动量定理4.3角
动量守恒定律5质心参考系6非惯性参考系简介6.1力学相对性原理6.2非惯性参考系和惯性力6.3转动参
考系、惯性离心力和科里奥利力习题第四章刚体的运动规律1刚体的平动和定轴转动1.1刚体平动的运
动描述1.2刚体定轴转动的运动描述2刚体对定轴的转动惯量2.1转动惯量的引入2.2转动惯量的计算3刚
体定轴转动定律4刚体绕定轴转动的动能定理4.1力矩的功4.2刚体绕定轴转动的动能定理5刚体的平面平
行运动5.1刚体的一般运动5.2刚体的平面平行运动习题第五章狭义相对论1狭义相对论的基本假设1.1伽
利略变换的失效1.2狭义相对论的基本假设2相对论运动学2.1绝对时空观的失效2.2洛伦兹变换2.3狭义相
对论的时空观3相对论动力学3.1动量和相对论质量3.2相对论动能3.3相对论能量质能关系习题第六章振
动和波1简谐振动1.1周期丁、频率V、圆频率W1.2相位和初相位1.3振幅A和初相位的计算1.4速度和加
速度1.5能量1.6相图1.7简谐振动的旋转矢量（或振幅矢量）表示法2阻尼振动及其Q值2.1阻尼弹簧振
子2.2阻尼振动系统的Q值w3受迫振动共振3.1受迫弹簧振子3.2共振4简谐振动的合成4.1同方向、同频率
两个简谐振动的合成4.2同方向、不同频率两个简谐振动的合成4.3两个互相垂直的同频率简谐振动的合
成4.4两个互相垂直的不同频率简谐振动的合成李萨如图形4.5振动的分解5从单摆到混沌5.1无阻尼，无
周期性外力5.2有阻尼，无周期性外力5.3有阻尼，有周期性外力6波的基本概念6.1机械波在弹性介质中
的形成6.2纵波和横波平面波和球面波6.3波速6.4波的周期、频率和波长7平面简谐波7.1平面简谐波的表
达式（波函数）第二部分热学第一章热学基本概念、热力学第零定律和温度第二章热平衡态的统计分
布规律简介第三章热力学第一定律内能第四章热力学第二定律和热力学第三定律习题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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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考虑到运动描述的相对性，所谓“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总是相对于一个参考系而言的。
一个作匀速直线运动的物体，在某些参考系看来也可能作非匀速运动。
然而，牛顿第一定律的意义在于：如果一个物体不受外力作用，那么一定可以选择一个参考系，相对
于该系物体在作匀速直线运动或保持静止。
这样一个特殊的参考系称为惯性参考系（简称惯性系）。
换言之，惯性系是牛顿第一定律所适用的参考系。
除5和6外，本章的动力学内容都是在惯性系意义上进行讨论的。
　　要确定一个参考系是不是惯性系，只能依靠观察和实验。
完全不受外力作用的物体在物质世界中并不存在，因此我们所讲的惯性系只不过是在一定测量精度范
围内的一种近似。
一般在研究地球表面上物体的运动时，由于地面上各处的（相对于地心）的自转加速度和地球（相对
于太阳）的公转加速度都远远小于地面上的重力加速度，所以我们可以把坐标轴固定在地面上的参考
系（称为实验室参考系）近似视为惯性系处理。
但在必须计人地球的自转甚至公转效应时，则要把地心参考系甚至太阳参考系视为惯性系才能直接运
用牛顿运动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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