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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在程守洙、江之永主编的《普通物理学》（第六版）的基础上，根据新制定的《非物理类理工
学科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改编而成的。
本书在保持原书风格、特色、体例的前提下，紧扣《教学基本要求》，进一步删繁就简、突出重点、
由浅入深、强化方法、减少篇幅，力求更加易教易学，以适应学时数较少的专业教学的需要。
本书的特点：（1）本书涵盖了《教学基本要求》中的核心（A类）内容，还精选了适量的重要的扩展
（B类）内容，例如非惯性系和惯性力、进动、阻尼振动和受迫振动、相互垂直振动的合成、玻耳兹
曼分布、输运现象、电介质的极化、磁介质的磁化、晶体的x射线衍射、光的双折射现象、偏振光干
涉和人工双折射、玻尔的氢原子理论等。
（2）在处理经典物理和近代物理的关系上，保证经典物理内容，加强近代物理内容，适当介绍现代
工程技术的新发展和新动态，对经典物理内容采取“精简、深化”的方针，增强现代的观点和信息。
例如加强了力和运动的关系、黑洞、量子霍耳效应、激光冷却等新内容，对近代物理内容采取“精选
、普化”的方针，加强学习新理论和新知识的基础理论，介绍了对称性和守恒定律、耗散结构、信息
熵、混沌、非线性光学等。
（3）在突出基本概念、基本规律的阐释时，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特别是物理学与工程实际、生活实
际以及科学前沿实际，如介绍磁悬浮列车原理、受控热核反应的托克马克装置、DNA双螺旋结构中的
静电问题、电磁灶、微波炉、STM的工作原理等。
仅在电磁学部分，理论联系科技实际新增加的内容就达10多处。
（4）在编写过程中强调物理学的研究方法，如理想化方法、模型化方法、能量法、类比法等反复使
用并加以指导，在阐述物理概念时，注意用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对某些概念的建立，给出了科学家
的点评，使认识更上一层次。
（5）我们把计算机数值模拟的研究方法引入大学物理理论教学，如讲授混沌的初值敏感性时，就利
用Matlab的计算和作图功能，简明地得到结论，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改进了教学方法，我们还引入了少
量用计算机数值求解的例题，可以加深对物理概念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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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程守洙、江之永主编的《普通物理学》(第六版)的基础上，根据新制定的《非物理类理工学
科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改编而成。
本书在保持原书选材精当，论述严谨，行文简明的前提下，删繁就简、突出重点、由浅入深，力求更
加易教易学，以适应高等院校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学需要。
本书涵盖了《教学基本要求》中的核心(A类)内容，并精选了适量的重要的扩展(B类)内容，对经典物
理内容进行了精简和深化，对近代物理内容进行了精选和普化，并适当介绍现代工程技术的新发展和
新动态。
 　　本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包括力学、电磁学，下册包括热学、振动、波动、光学和量子物理。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非物理类理工科各专业80 ～110学时大学物理基础课程的教材，也可供其他有关
专业选用和社会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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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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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  §2—5 碰撞碰撞中的动量转移    一、碰撞    二、碰撞中的动量转移  §2—6 质点的角动量和角动量
守恒定律    一、角动量    二、角动量守恒定律  §2—7 对称性和守恒定律    一、对称性和守恒定律    二
、守恒量和守恒定律    习题    第三章  刚体的定轴转动  §3—1 刚体的转动动能转动惯量    一、刚体的
定轴转动    二、刚体的转动动能    三、转动惯量  §3—2 力矩的功定轴转动定律    一、力矩的功    二、
定轴转动的动能定理    三、定轴转动定律  §3—3 刚体绕定轴转动的角动量定理和角动量守恒定律    一
、刚体绕定轴转动的角动量定理    二、刚体绕定轴转动的角动量守恒定律  §3—4 进动    习题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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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换式  §4—2 相对论速度变换式  §4—3 狭义相对论的时空观    一、“同时”的相对性    二、时间延
缓    三、长度收缩    四、相对性与绝对性  §4—4 狭义相对论动力学基础    一、相对论力学的基本方程 
  二、质量和能量的关系    三、动量和能量的关系    习题    第五章  静止电荷的电场  §5—1 电荷库仑定
律    一、电荷    二、电荷守恒定律    三、电荷的量子化    四、库仑定律  §5—2 静电场电场强度    一、
电场    二、电场强度    三、电场强度的计算    四、电场线电场强度通量  §5—3 静电场的高斯定理    一
、静电场的高斯定理    二、高斯定理的应用  §5—4 静电场的环路定理电势    一、静电场的环路定理    
二、电势    三、电势的计算  §5—5 等势面电场强度与电势梯度的关系    一、等势面    二、电场强度与
电势梯度的关系  §5—6 静电场中的导体    一、导体的静电平衡    二、导体上的电荷分布    三、空腔导
体内外的静电场与静电屏蔽  §5—7 电容器的电容    一、孤立导体的电容    二、电容器的电容    三、电
容器的串联和并联  §5—8 静电场中的电介质    一、介质的电结构    二、电介质的极化    三、介质中的
静电场  §5—9 有电介质时的高斯定理电位移  §5—10 静电场的能量    习题    第六章  恒定电流的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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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毕奥一萨伐尔定律的应用  §6—4 稳恒磁场的高斯定理与安培环路定理    一、稳恒磁场的高斯定理
   二、安培环路定理    三、安培环路定理的应用  §6—5 带电粒子在电场和磁场中的运动    一、洛伦兹
力    二、带电粒子在电磁场中的运动和应用    三、霍耳效应  §6—6 磁场对载流导线和载流线圈的作用 
  一、安培定律    二、磁场对载流线圈的作用    三、电流单位“安培”的定义  §6—7 磁场中的磁介质
有磁介质时的安培环路定理    一、磁介质    二、磁化电流    三、有磁介质时的安培环路定理  §6—8 铁
磁质    一、磁化曲线和磁滞回线    二、磁畴    三、磁性材料的分类    习题    第七章  电磁感应电磁场理
论  §7一1 电磁感应定律    一、电磁感应现象    二、楞次定律    三、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7—2 动生
电动势    一、在磁场中运动的导线内的感应电动势    二、在磁场中转动的线圈内的感应电动势  §7—3 
感生电动势感生电场    一、感生电场    二、涡电流  §7—4 自感应和互感应    一、自感应    二、互感应  
§7—5 磁场的能量  §7—6 位移电流电磁场理论    一、位移电流    二、麦克斯韦方程组    三、电磁场的
物质性    习题习题答案附录  国际单位制(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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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在上一章，我们介绍了牛顿运动定律，研究了质点的机械运动，在上一章的基础上，
本章将研究对象由质点转向质点系统，重点研究系统的过程问题，从而确立和认识运动的守恒定律，
一般地说，对于物体系统内发生的各种过程，如果某物理量始终保持不变，该物理量就叫做守恒量，
本章将着重讨论能量守恒、动量守恒和角动量守恒，由宏观现象总结出的这几个守恒定律在微观世界
也已经过严格检验，证明它们同样有效，自然界至今还没有发现违反它们的事例，可以说，守恒定律
是自然规律最深刻、最简洁的陈述，它比物理学中其他定律（例如牛顿运动定律）更重要、更基本。
从质点的动能定理发展为机械能守恒定律，中间必须用到功能原理，功能原理告诉我们：功是能量变
化的量度，而能量则是个状态函数，前者是过程量，而后者是状态量，当我们的研究从恒力转向变力
，从质点转向系统，情况虽然复杂，但用过程关系代替瞬时关系的研究却使我们有可能不去考虑系统
中相互作用具体变化的细节，而把整个过程的某些重要结果确定下来，机械能有两种形式，即动能和
势能，在一定条件下，质点系统的动能和势能可相互转化，但它们的总和保持不变，机械能守恒定律
是能量守恒定律的一个特例，作为自然界的一个普遍规律，能量守恒定律指出了物体运动形式可以相
互转化或转移，在运动转化中，能量始终是守恒的，动量守恒定律同样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它揭示
了通过物体的相互作用，机械运动发生转移的规律，和动量相似，角动量也是个重要的守恒量，在本
章中只介绍质点的角动量和角动量守恒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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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物理学简明教程(第2版)(上册)》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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