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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物理学基础教程》共分为5篇14章。
第1篇力学主要介绍了质点运动学、牛顿运动定律、动量守恒与机械能守恒、刚体的定轴转动；第2篇
热学主要介绍了气体动理论和热力学基础：第3篇电磁学主要介绍了静电场、稳恒磁场、电磁感应与
电磁场；第4篇振动与波动主要介绍了机械振动、机械波和波动光学：第5篇近代物理基础主要介绍了
狭义相对论基础和量子论基础。

　　《物理学基础教程》语言简洁、详略得当，可作为高等院校理工科各专业的教材，也可供其他相
关工程技术人员自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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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预备知识矢量
　0.1　标量和矢量
　0.2　矢量的加法和减法
　　0.2.1　矢量的加法
　　0.2.2　矢量的减法
　0.3　矢量合成的解析法
　0.4　矢量的乘法
　　0.4.1　矢量数乘
　　0.4.2　矢量标积
　　0.4.3　矢量矢积
　0.5　矢量的导数
　0.6　矢量的积分
　　0.6.1　矢量的不定积分
　　0.6.2　矢量的定积分
第1篇　力学
　第1章　质点运动学
　　1.1　质点、参考系、坐标系和单位制
　　　1.1.1　质点
　　　1.1.2　参考系
　　　1.1.3　坐标系
　　　1.1.4　单位制
　　1.2　描述质点运动的物理量
　　　1.2.1　位矢
　　　1.2.2　位移
　　　1.2.3　速度
　　　1.2.4　加速度
　　1.3　运动方程
　　1.4　平面曲线运动
　　　1.4.1　切向加速度和法向加速度
　　　1.4.2　圆周运动的角量描述
　　　1.4.3　线量和角量的关系
　　1.5　相对运动
　　本章小结
　　思考与练习
　第2章　牛顿运动定律
　　2.1　牛顿三大定律
　　　2.1.1　牛顿第一定?
　　　2.1.2　牛顿第二定律
　　　2.1.3　牛顿第三定律
　　2.2　力学中常见的几种力
　　　2.2.1　万有引力
　　　2.2.2　重力
　　　2.2.3　弹力
　　　2.2.4　摩擦力
　　2.3　牛顿运动定律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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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小结
　　思考与练习
　第3章　动量守恒与机械能守恒
　　3.1　动量定理和动量守恒定律
　　　3.1.1　质点的动量和动量定理
　　　3.1.2　质点系的动量定理
　　　3.1.3　动量守恒定律
　　3.2　功和动能定理
　　　3.2.1?功
　　　3.2.2　功率
　　　3.2.3　质点的动能定理
　　　3.2.4　质点系的动能定理
　　3.3　势能
　　　3.3.1　万有引力、重力与弹力做功
　　　3.3.2　保守力与非保守力
　　　3.3.3　势能
　　3.4　功能原理和机械能守恒定律
　　　3.4.1　功能原理
　　　3.4.2　机械能守恒定律
　　　3.4.3　能量守恒定律
　　本章小结
　　思考与练习
　第4章　刚体的定轴转动
　　4.1　刚体的运动
　　　4.1.1　刚体的平动
　　　⋯⋯
第2篇　热学
第3篇　电磁学
第4篇　振动与波动
第5篇　近代物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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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3.2 狭义相对论的基本原理与洛伦兹变换　　由于经典力学认为时间和空间与参考系的相对运动
无关，是绝对不变的，因此，在所有惯性系中，一定存在一个与绝对空间相对静止的参考系，即绝对
参考系。
　　19世纪，麦克斯韦提出了电磁场理论。
这个理论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并把光波纳入了电磁波的范围。
但此时，人们对电磁波和光波的认识还停留在初期认识阶段，认为它们是类似机械波的弹性波，而传
播这种波所需的弹性介质就是以太；同时还认为，以太充满整个空间，并且在远离天体范围内，以太
是绝对静止的，因而可以用它作为绝对参考系。
根据上述看法，如果以太是真实存在的，则地球应该在以太中运动。
要想证实以太的存在，只要测出地球相对于以太的运动就可以了。
　　1887年，为检验以太的存在，美国物理学家迈克尔逊和莫雷一起完成了～项著名的实验。
他们的想法是，如果在以太中光速是一定的，那么，当接收者相对以太以一定的速度运动时，光相对
于他的速度在不同方向上应是不同的。
但实验结果没有得到任何速度差，从而否定了以太的存在。
　　13.2.1 狭义相对论的基本原理　　以太假说的否定，引发了经典力学和经典电磁学之间发生了不
可调和的矛盾。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在总结洛伦兹、庞加莱等物理学家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1905年，青年科学家
爱因斯坦发表了《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一文，文中提出了两个基本假设，这两个基本假设构成了狭义
相对论的基础。
现在，这两条基本假设已被公认为两条基本原理，称为狭义相对论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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