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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以教育部物理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制定的《理工科非物理类专业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基本
要求》为依据编写的，全书涵盖了基本要求中的核心内容。
    本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包括力学、狭义相对论和电磁学，下册包括热学、振动、波动、光学、
量子物理基础和新技术的物理基础。
在全书编写过程中，编者充分考虑了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特点和实际情况，削枝强干、突出重点，加强
物理理论中基本概念和重要知识点的描述，简约理论论证，注重计算训练。
本套教材配有学习指导书，书中对课程的重点和难点作了进一步阐述，对教材中的问题进行了详细、
拓展性的解答；本书还配有光盘，光盘内含教材的电子教案和习题解答。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理工科，特别是应用型工科学校非物理类专业大学物理课程的教材或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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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运动学机械运动是一个物体相对于另一个物体的位置，或物体内部的一部分相对于其他部分
的位置随时间的变化过程，是最简单、最常见的运动形式。
本章主要介绍物体运动状态的描述，介绍描述质点运动状态的物理量位矢、速度、加速度等的矢量表
示（定义），在直角坐标系和自然坐标系中的表示以及圆周运动，刚体定轴转动的角量表示；同时围
绕运动学的核心——运动方程，研究如何用微积分知识解决运动学问题。
1.1　位矢位移速度和加速度的矢量表示1.1.1　参照系坐标系质点宇宙中的物体总是处于永恒的运动之
中。
为了描述一个物体的运动，总要选取其他物体作为参照，被选取的参照物体称为参照系。
例如研究地球绕太阳公转，常选太阳为参照系；研究人造地球卫星的运动，常选地球为参照系。
选取的参照系不同，对物体运动情况的描述也就不同，这说明运动的描述具有相对性。
为了把运动物体相对于参照系的位置定量表示出来，需要在参照系上建立适当的坐标系。
坐标系是数学化、定量化的参照系，一般在参照系上选定一点作为坐标系的原点O，取通过原点并标
有长度的线作为坐标轴。
常用的坐标系有平面直角坐标系、平面极坐标系、自然坐标系、直角坐标系、柱坐标系和球坐标系等
。
众所周知，任何物体都有一定的形状、大小、质量和内部结构，即使是很小的分子、原子以及微观粒
子也不例外。
为了简化问题，假想研究对象是只有质量而无形状和大小的理想物体，称为质点。
提出质点模型的意义在于：（1）如果一个物体在运动中既不转动也不变形，只有平移，则物体上各
点的运动必然相同，此时整个物体的运动情况可用物体上任一点的运动来代表。
因此，当一个物体只发生平移时，就可将物体当作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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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物理学(上册)》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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