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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年是世界物理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几位教授编写的这套普通物理教材即将与读者见面，是对物
理年的一份厚礼。
物理学是整个近代科学技术的基础，它是培养和提高学生科学素质、创新思维方法和科学研究能力的
重要基础课。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办几十年来，培养出了大批的优秀人才，他们基础厚实、思维活跃、具有开拓精
神、后劲足，受到了国内外用人单位的称赞.科大办学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科大自创办以来一直十分重
视数学、物理等基础课教学.几十年来科大积累了丰富的基础课教学经验，编写这一套普通物理教材的
几位教授他们都已在科大执教几十年，他们一边从事教学，一边从事科研，这一套教材是他们几十年
教学成果的结晶.在这套书中作者较好地处理了下面几个关系：一、较好地处理了经典物理和近代物理
的关系.在书中他们强调经典物理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规律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但尽量砍去枝蔓、压缩篇
幅，同时对内容结合紧密又较易延伸的有关近代物理内容增加了有关章节和段落。
二、较好地处理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关系.在保持物理学基本规律和基本理论的系统性的同时，在选择例
题和习题时，作为基本原理和基本规律的应用，尽可能联系实际，特别是增加与近代高技术相联系的
内容。
三、较好地处理物理和数学的关系.作为普通物理，他们既重视了物理图像、物理概念的阐述，同时也
具有一定的数学深度，以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四、较好地处理传播知识和培养学生素质之间的关系.在书中他们注重了培养学生的科学素质和创新力
思维方法的培养，使学生逐步领悟和掌握物理学中每解决一个关键问题时，如何提出问题、建立模型
、发现规律、创立理论等一整套思维方法和实验分析手段，使学生既要看到物理学发展史中科学家的
作用，又要懂得科学的发展是一个继承和积累的过程。
在书中介绍了一些重要科学家在为科学做出重大贡献时所表现出来的特殊品格和献身精神，使学生得
到启迪。
今天，这套书与读者见面了，我对科大几十年来物理教学的这一成果感到由衷的高兴，盼望今后更多
的好教材层出不穷。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力学(第二版)>>

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在中国科技大学讲授多年的力学讲稿基础上写成的。
本书的特点是用近代物理的观点去审视和组织课程内容，着重阐述力学的基本要领和基本规律，同时
注重知识的扩展和深化，书中专设狭义相对论一章，并为当代科技前沿开设了一些窗口和接口，如宇
宙大爆炸、当代宇航技术等。
书中各章都配有内容丰富的例题，以利学生对基本要领和规律的理解，培养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本书语言平实，由浅入深，重点突出，基本要领准确清晰。
本书内容包括质点运动学、质点动力学、动量守恒定律、机械能守恒定律、角动量守恒定律、质心力
学定理、刚体力学、流体力学、机械振动、机械波和狭义相对论。
　　本书可作为普通高等综合类或师范类大学普通物理力学教材或参考书，也可供大专院校和中学物
理教师及物理教学研究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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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惯性力——科里奥利力2.4.4 潮汐现象的解释习题第3章 动量守恒定律3.1 动量定理与动量守恒定
律3.1.1 力的时间积累效应和质点的动量定理3.1.2 质点系动量定理3.1.3 动量守恒定律3.2 变质量物体的
运动3.2.1 变质量体系3.2.2 运动方程3.2.3 运载火箭的运动习题第4章 机械能守恒定律4.1 寻找运动的不变
量4.2 力的空间积累效应和质点动能定理4.2.1 力的空间积累效应和质点动能定理4.2.2 功和功率4.2.3 质
点系动能定理4.3 势能4.3.1 有心力及其做功特点4.3.2 势能4.3.3 势能曲线4.4 功能原理和机械能守恒定
律4.5 碰撞4.5.1 碰撞的一般概念两体碰撞4.5.2 一维弹性碰撞4.5.3 一维非弹性碰撞及其能量损失4.5.4 二
维弹性碰撞的守恒方程与共面性质习题第5章 角动量守恒定律5.1 力矩与角动量5.1.1 力矩5.1.2 角动量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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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轴转动的描述7.2.2 角量与线量的关系7.2.3 刚体定轴转动定律7.3 转动惯量的计算7.3.1 转动惯量的计
算7.3.2 转动惯量的平行轴定理7.3.3 转动惯量的垂直轴定理7.4 定轴转动刚体的动能定理7.4.1 力矩的
功7.4.2 剐体的转动动能7.4.3 动能定理7.4.4 刚体的重力势能7.4.5 定轴转动刚体的角动量守恒7.5 刚体的
平面平行运动7.5.1 平面平行运动的若干重要性质7.5.2 平面运动的运动方程7.5.3 纯滚动的运动学判
据7.5.4 平面平行运动刚体的功能原理7.5.5 一组刚体力学的例题7.6 陀螺的进动7.6.1 不受外力矩作用的
陀螺7.6.2 陀螺的进动7.6.3 章动7.6.4 回转效应的应用习题第8章 流体力学8.1 流体的宏观物理性质8.1.1 易
流动性8.1.2 黏性8.1.3 压缩性8.2 流体静力学8.2.1 静止流体的压强8.2.2 重力场中静止流体内各点的压
强8.2.3 压强的单位8.3 浮力、浮心和定倾中心8.3.1 浮力8.3.2 浮心和定倾中心8.4 流体的定常流动8.4.1 描
述流体运动的两种方法8.4.2 流线和流管8.5 伯努利方程及其应用8.5.1 理想流体8.5.2 伯努利方程8.5.3 伯
努利方程的应用8.6 黏性流体的运动8.6.1 黏滞定律8.6.2 黏性流体的运动规律8.6.3 圆管内定常层流、泊
肃叶公式8.6.4 层流与湍流、雷诺数8.6.5 斯托克斯黏性公式习题第9章 机械振动9.1 简谐振动9.1.1 简谐振
动的物理机制9.1.2 简谐振动的动力学方程9.1.3 简谐振动的特征量9.1.4 简谐振子的能量9.1.5 简谐振动的
表示法9.2 振动的合成与分解9.2.1 同方向、同频率、有恒定位相差的两个简谐振动的合成9.2.2 同方向
不同频率的两个简谐振动的合成9.2.3 方向垂直、频率相同的两个简谐振动的合成（二维振动）9.2.4 方
向垂直、频率不同的两个简谐振动的合成9.2.5 振动的分解、谐波分析（傅里叶分析）9.3 阻尼振动9.3.1
阻尼振动的动力学方程及其解9.3.2 阻尼振子的能量9.3.3 品质因素9.4 受追振动与共振9.4.1 动力学方程
及其解9.4.2 受迫振动的振幅、相位与强迫力频率的关系9.4.3 共振曲线的锐度9.4.4 系统放大倍数，Q的
第三种物理意义习题第10章 机械波10.1 机械波的一般概念10.1.1 机械波产生的条件10.1.2 机械波的产生
与传播10.1.3 球面波和平面波10.2 简谐波的运动学方程10.3 波的动力学方程和波的传播速度10.3.1 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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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中纵波的波动方程和波速10.3.2 横波的传播速度10.4 波的能量和强度10.4.1 波的能量10.4.2 波的能量
密度10.4.3 波的能流密度10.4.4 声强级10.5 波在空间中的传播10.5.1 惠更斯原理10.5.2 波的反射定律10.5.3
波的折射定律10.5.4 波的衍射10.6 波的叠加10.6.1 波的干涉10.6.2 驻波10.7 介质色散和波包群速度10.7.1 
介质色散10.7.2 波包群速度10.8 多普勒效应10.8.1 波源静止，观察者运动10.8.2 波源运动，观察者静
止10.8.3 波源和观察者都运动习题第11章 狭义相对论11.1 狭义相对论诞生的背景和条件11.1.1 伽利略变
换和力学相对性原理11.1.2 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和伽利略变换的矛盾11.2 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基本原
理11.2.1 狭义相对论的基本原理11.2.2 相对论的时空变换关系——洛伦兹变换11.3 狭义相对论时空
观11.3.1 运动的时钟变慢了11.3.2 运动的直尺缩短了11.3.3 同时的相对性11.3.4 时序与因果关系11.3.5 时
空间隔的绝对性11.4 相对论的速度合成律11.5 狭义相对论动力学11.5.1 质速关系11.5.2 相对论动量和
力11.5.3 质能关系11.5.4 相对论能量——动量关系11.5.5 静质量为零的粒子11.6 广义相对论简介11.6.1 等
效原理11.6.2 广义相对性原理11.6.3 光线在引力场中的弯曲11.6.4 引力时间延缓、引力红移11.6.5 引力的
长度收缩、水星的进动习题习题答案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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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质点运动学物质世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运动形式，其中机械运动是最基本最直观的运
动形态。
经典力学就是研究机械运动所遵循的客观规律。
通常把力学分为运动学、动力学和静力学。
运动学只描述物体的运动，不涉及引起运动和改变运动的原因；动力学则研究物体的运动与物体间的
相互作用的内在联系；静力学研究物体在相互作用下的平衡问题。
本章讨论质点运动学。
运动学的任务是描述物体的位置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动。
它不涉及运动改变的原因，也不涉及物体相互作用和运动的关系。
质点运动学是整个力学的基础，力学的根本任务是研究物体的机械运动，就是要讨论物体的位置随时
间的变化。
在这一章中我们要讨论用什么样的物理量才能完整的描述物体的运动，寻求这些物理量之间的相互关
系，最后讨论相对运动，引入伽利略变换和相对性原理。
数学是物理学的语言，没有一定的数学高度就没有物理学的深度。
牛顿正是因为力学的需要而发明微积分的。
矢量这一数学工具的引入能使力学规律的描述简明且不依赖坐标系的选择，将矢量和微积分结合起来
刻画运动，既简明、准确又具普遍性。
我们就是用这种方法来研究运动学并贯穿本教程的始终。
1.1　时间和空间日月经天，江河行地，飞禽走兽，车水马龙，春夏秋冬，草木枯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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