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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学物理是面向非物理类理工科专业本科生开设的公共基础课，其定位是为本科生系统地打好必
要的物理基础，培养学生现代科学的自然观、宇宙观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培养学生的探索、创新
精神，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掌握科学方法。
本教材的编写力图实现这一目标。
　　吉林大学合校前有关院校在总结教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各自院校的学科特点，编著出版了
多个版本的大学物理教材。
合校后，综合原有教材的特色，对教材进行修订，并在我校工科、非物理类理科的相关专业的大学物
理课程教学中进行了试用。
近期教育部委托教指委开展非物理类专业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的制定工作，我校参与了此项工
作。
通过参与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的审定，我们进一步审视大学物理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模式，
明确大学物理课程在理工科院校应当发挥的作用、承担的任务。
在此基础上，综合原有教材的优点，按“十一五”规划教材的要求，完成新教材的编写。
　　在教材的编写过程中，主要做了下述几个方面的工作：　　1．强调物理学研究所形成的物质观
、自然观、时空观、宇宙观对人类文化产生的深刻影响，全面实现编写内容的现代化。
这里包括经典物理内容的现代化和近代物理的普物化。
　　在经典物理内容的现代化方面，一是插入现代学科内容，二是引用现代科学的例子和应用进展。
包括：力学内容中突出守恒定律的讲述，引入对称性描述，同时插入火箭运动、空间导航等现代科学
实例等；在电磁学中引入夸克模型，补充电荷量子化的认识进展等；在热学中强调统计物理的思想在
相关学科中的应用，加大熵的概念描述以及对其它学科的影响等。
　　在近代物理内容上，一方面避免新闻报道式或科普式的叙述，同时又要避免脱离非物理类专业本
科生的实际理论基础，照搬理论物理的教学模式，采取突出物理图像，把科学性与适教性结合起来。
另一方面适度扩大了大学物理中近代物理的内容，其扩大的内容以教育部非物理类专业物理基础课程
教学指导委员会近期制定的“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中列出的知识点为基准，适度增加了广义
相对论的时空观，适度补充了激光和固体电子论等内容。
　　为了进一步确保近代科学知识进入教材，我们设置前沿进展的小字插入部分。
在教材正常论述处，适时的、有机的插入与该论述部分相关的物理前沿知识。
这个插入不是为插入而插入，而是与该处论述相辅相成，推进知识点论述的现代化。
该插入部分每章约1～2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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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教材以近期制定的《理工科非物理类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为依据，在教材结构和编写内容上
做了较'大改革，形成了一个新的课程体系。
在内容上充分体现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适度扩大近代物理的内容，并将现代科学与高新技术
的物理基础内容引入到教材中；另一方面在经典物理内容中插入现代学科内容和引用现代科学技术的
例子。
设置前沿进展和科技博览等栏目，在内容正常论述处，适时的、有机的插入与该论述部分相关的物理
前沿知识和应用技术。
    在教材编写中，知识点按照模块化的方式进行编辑，不同学科专业的物理课程在保证A类基本知识
点的前提下，选择适合的B类知识点和现代科学与高新技术的物理基础专题（用“s”标记），纳入教
学知识体系。
同时也为不同学时的大学物理课程提供选择的余地，确保其满足理工科本科生基本物理素质的培养。
    本书上册包括力学、流体力学、热学、电磁学，下册包括振动和波动、光学、相对论、量子物理和
现代科学与高新技术的物理基础专题，可作为高等学校理工科非物理专业的大学物理课程教材，也可
供电视大学、函授大学相关课程选用或作为其他读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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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律  小结  习题与思考题第4章 流体力学基础  4.1 流体的基本概念  4.2 理想流体运动的基本方程  4.3 粘
性流体的运动  4.4 流体中的阻力  小结  习题与思考题第5章 气体动理论  5.1 热运动的基本概念 理想气体
 5.2 气体分子热运动的分布规律⋯⋯第6章 热力学基础第7章 静电场第8章 稳恒磁场第9章 电磁感应与麦
克斯韦方程组国际单位制常用物理常量和参数习题答案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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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任何物体都有大小和形状，且在运动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致使运动的形式错综复杂。
因此，要想完整、准确地描述物体的运动并非易事。
为使问题简化，在物理学中常采用理想模型来代替实际物体。
即抓住主要因素，忽略次要的或不起作用的因素，从而把复杂的、具体的对象抽象成一个理想模型
（idealmodel）。
这种方法不仅简便，而且可行，是物理学中一种很好的、科学的研究方法。
本章涉及质点和刚体两种模型。
　　一、质点　　在研究的问题中，如果物体的大小、形状产生的影响甚小，可以忽略不计，则物体
的运动可以用一个点的运动来代替。
这种大小形状可以忽略不计的理想模型，称为质点（material point）。
　　质点是一个相对概念，能否把物体视为质点，并非单纯地看它的大小，而是看它的大小、形状在
所研究的问题中是否起显著的作用。
例如，在研究地球的公转时，由于地球的半径（约6。
4×l0km）比太阳与地球之间的距离（约1。
5×10km）小很多，相比之下，可以忽略地球的大小，把它视为质点。
如果研究地球的自转，就必须考虑地球的大小和形状，不能把它当作质点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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