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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物理学》(第四版)基础上，参照教育部非物理类专业物理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新制
订的《理工科非物理类专业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讨论稿)》修订而成的，书中涵盖了基本要求
中所有的核心内容，并选取了一定数量的扩展内容，供不同专业选用。
在修订过程中，本书保持原书体系合理，深广度适当，分量适中，适应面宽等特点，同时加强了近代
物理的内容，增强用现代观点来诠释经典物理，以及近代物理的成就对科学技术的影响。
　　本书为上、下两册，上册包括力学和电磁学，下册包括振动和波动、光学、分子动理论和热力学
基础、相对论、量子物理等。
与本书相配套的还有多媒体《物理学(第五版)电子教案》、《物理学原理在工程技术中的应用》 (第三
版)、《物理学(第五版)习题分析与解答》和《物理学(第五版)学习指南》等。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理工科非物理类专业的教材，也可供文理科有关专业选用和社会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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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二、分子热运动的无序性及统计规律性由前述可知，一切宏观物体都是由大量分子组
成的，分子间还有作用力，同时大量实验事实也表明，这些分子都在不停地作无规热运动。
布朗运动①是表现分子作无规热运动的典型例子。
应当指出，物质内的分子在分子力作用下欲使分子聚集在一起，形成有序的排列，而分子的热运动则
要使分子尽量分开，这样一来，物质内的分子究竟是聚集还是散开，起决定作用的就是它所处环境的
温度和压强。
由于环境的差异，从而导致物质形成气、液、固以及等离子态等不同的集合体。
由于分子数目巨大，故分子在热运动中发生相互间的碰撞是极其频繁的。
对气体来说，在通常温度和压强下，一个分子在1s的时间里大约要经历109次碰撞。
在这样频繁的碰撞下，分子的速度不断变化，导致分子间的能量频繁进行交换，从而使气体内各部分
分子的平均速率相同，气体内各部分的温度、压强趋于相等，从而达到平衡状态。
所以说，无序性是气体分子热运动的基本特性。
从牛顿力学的观点来看，虽然每个气体分子的运动都遵从牛顿定律，但由于分子间极其频繁而又无法
预测的碰撞所导致的分子运动的无序性，使得气体分子在某一时刻位于容器中哪一位置、具有什么速
度都有一定的偶然性。
这是不是说分子的运动状态就无规律性可言了呢？
我们仔细考察一下可以发现，气体处于平衡态时，不管个别分子的运动状态具有何种偶然性，但大量
分子的整体表现却是有规律的。
例如在外界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容器中气体处于平衡态时，容器中各处的温度、密度、压强都是均
匀分布的。
这表明，在大量的偶然、无序的分子运动中，包含着一种规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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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物理学(第5版)(下册)》曾在2004年，以本书第四版为主讲教材的大学物理课程获国家精品课程。
2002年，本书第四版荣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
2001年，本书第四版荣获中国高校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1995年，本书第三版荣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
1988年，本书第二版荣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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