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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大学物理学（下）》从新世纪工程技术人才培养的总体
要求出发，以培养学生的能力和素质为目的，以现代教育思想、教育方法为指导，以物质的存在形式
和基本性质为主线，来设计大学物理的内容和课程体系；以现代物理思想统筹教学内容，注意加强物
理学与现代科学技术的联系，来安排大学物理的教学内容；以统一性思想贯穿整个教材，从现代物理
的思想高度来阐述基础物理的内容，并注意保持基础课程的风格。
这是一部突破传统体系，改革力度较大的面向工科学生的新教材，有利于提高物理教学的水平和培养
学生的科学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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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十章 波动学基础振动的传播过程称为波动，波动是一种常见的物质运动形式。
虽然各类波的本质不同，各有其特殊的性质，但它们具有许多共同的特征和规律，如都具有一定的传
播速度和相似的波的表达形式，都伴随着能量的传播，都能产生反射、折射、干涉和衍射现象等。
本章主要讨论机械波的基本规律，涉及波的基本概念、波动方程、波的能量、波的干涉等，并介绍电
磁波、多普勒效应、非线性波。
10.1 波动的基本概念10.1.1 机械波的产生机械波是机械振动在介质中的传播。
物体在弹性介质（气体、液体或固体）中做机械振动时，由于介质各点之间存在弹性相互作用，一点
振动时，相邻各点将被带动而依次振动起来。
所以振动就在介质中传播出去形成机械波。
例如，当用手拿着绳子的一端并做上下振动时，绳子上将形成一个接着一个的凸起和凹陷，并由近及
远地沿着绳子传播开去。
这一个接一个的凸起和凹陷沿绳子的传播，就是一种波动。
显然，绳子上的这种波动，是由于绳子上手拿着的那一点上下振动所引起的，对于波动而言，这一点
就称为波源，绳子就是传播这种振动的弹性介质。
所以，产生机械波的条件是：（1）有做机械振动的质点作为波源。
（2）有能够传播机械振动的弹性介质。
波的传播也就是质点振动状态的传播。
由于我们用相位来描述质点的振动状态，所以，波的传播也就是相位的传播。
在波动过程中，介质中质点在各自的平衡位置附近振动，并不随波迁移。
同时，不论波源自身是做自由振动还是受迫振动，介质中的每一质点总是在前一质点的驱动下做受迫
振动的，其振动能量即是前一质点振动的辐射能量，所以，波的传播也就是质点振动能量的传播。
要使波动过程维持下去，必须有周期性外力长期向波源提供能量，即波源做受迫振动。
所以，波动是介质整体所表现的运动状态，对于介质的任何单个质点，只有振动可言。
为了突出传播的特点，振动状态以及能量都在传播的波又叫行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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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物理学(下册)》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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