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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物理学是研究物质基本结构和运动普遍规律的学科。
从古希腊起，人类就开始了对自然界的观察和思考，作为物理学前身的自然哲学也就发端了。
这期间，除了一些闪光的哲学结论（如原子论）外，古希腊人还早就为我们准备好了日后作为科学两
大基础之一的公理化体系，这就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
经过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伽利略又引入了作为科学另一基础的实验手段，物理学这才真正独立于自
然哲学而开始逐渐成长起来。
　　自此，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等人建立了经典力学，卡诺、焦耳、开尔文、克劳修斯、麦克斯韦
、玻尔兹曼等人建立了关于热现象的热力学和气体分子动理论，库仑、奥斯特、安培、法拉第、麦克
斯韦等人建立了电磁学，又有到20世纪，又有爱因斯坦独创了相对论，普朗克、爱因斯坦、玻尔、德
布罗意、海森伯、薛定谔、玻恩、狄拉克等人创立了量子理论。
物理学不仅为解释自然界的普遍规律提供了详尽的理论，同时又极大地促进了各种技术革命。
热机、电力与无线电、核能、晶体管与集成电路、激光等技术莫不与物理学构成水乳交融的关系。
至于其他学科，如数学、化学、材料、生物、天文和地质等，跟物理学也都息息相关。
说物理学是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之母并不为过。
　　针对非物理专业的学生，黄亦斌博士主编的《大学物理学》对物理学的基本思想和内容给出了深
入浅出的论述，是一本有特色的佳作。
黄亦斌博士对物理学基础有着全面、深入的掌握，他在引力理论和粒子物理这两大理论物理方向都做
过研究工作，有了这些领域的知识积累，就可以从更高的角度看待和研究大学物理的教学。
他讲的课能够做到深入浅出，有理论深度，同时兼顾可接受性，让学生感受到科学的魅力和自己的激
情，在师生中口碑很好。
同时，由于对教学内容的深入理解，他不断提出新的见解和新的处理方法，已在国内高校物理教学研
究方面的权威杂志《大学物理》上发表论文9篇，这反映了他的水平和功底。
相信黄亦斌主编的这本教材能为更多院校采用，并且和他讲的课一样，受到好评。
　　基于以上理由，本人非常乐意为黄亦斌博士主编的这本《大学物理学》作序，相信他今后在物理
教学方面一定会取得更出色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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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高等院校非物理专业大学物理课程的基本要求编写而成，是编者教学经验的总结。
全书内容包括力学、光学、电磁学、热学、近代物理等几大部分。
力图对其核心和重要内容给以深入浅出的论述。
本书兼顾知识的逻辑性和内容的可读性，具有鲜明的特色。
    本书可作为理工科非物理专业的大学物理教材，也可供相关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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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质点运动学　　自然界的一切物质都处于永不停息的运动和变化中。
尽管物质的运动形式千变万化，但最简单、最基本、又最为人们熟悉的运动是机械运动。
机械运动中，质点的运动又是最为基本的运动形式。
本章将先研究质点的运动学问题。
　　1.1 质点坐标系　　1.1.1 质点　　宇宙中的一切物体，大到行星、恒星，小到分子、原子、基本
粒子，都有一定的形状、大小和内部结构。
通常当物体运动时，物体的各个部分的位置改变不尽相同。
然而，当我们研究物体运动时，如果只考虑物体的整体运动情况，或者物体的大小和形状在物体运动
中产生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时，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物体看成一个点。
　　把一个物体看作是一个只有质量没有体积的理想物体，这个理想物体就称为质点。
例如，绕太阳公转的地球，当我们只研究地球的公转轨道时。
就可以将地球看作质点。
又如，在地球表面运动的汽车，当我们只研究汽车沿公路的运动情况时，也可以将汽车看成是质点。
但如果是想研究地球的自转，或者汽车的轮胎打滑轨迹，二者就不能看成质点了。
所以，物体是否能够看成质点，主要由所研究的运动的性质决定，即取决于我们的研究问题的角度。
　　质点是一种理想模型。
任何实际的物体都有一定的体积，无论物体多么小，只具有质量而没有体积的物体是没有的。
　　人们在研究气体分子运动、天体运动等问题时，把气体分子和天体看成是质点都能够正确地解决
有关它们的各种问题，这证明了引入质点概念的合理性和正确性。
另一方面，质点运动也是研究物体运动的基础。
任何物体都可以看成是由无数个质点组成的，从理论上讲，当物体上每一个质点的运动隋况分析清楚
了，整个物体的运动情况也就清楚了。
　　1.1.2 空间　　任何物质的存在和运动都是在一定的空间中进行的。
空间是物质的广延性质的反映，是与物体的体积和物体位置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从物理学发展的历史看，人们对空间的认识主要有两个阶段，即早期的牛顿绝对时空观的绝对空间概
念和爱因斯坦相对论时空观的相对空间概念。
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说：“绝对空间，就其本性来说，与任何外在的情况无关，始终保
持着相似和不变。
”绝对空间概念认为空间是独立的客观存在，不依赖于物质的存在和运动，但相对空间概念认为空间
是与物质的存在形式和物质的运动相联系的，空间的特性受物质和物质运动的影响，没有物质和物质
运动的空间是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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