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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力学教程(上)》是作者多年来在清华大学给物理系、基础科学班、电子工程系等本科生授课的
基础上，吸取国内外同行的经验并结合自己教学研究的成果总结而成，包括牛顿力学和相对论力学两
部分.
　　《力学教程(上)》突出理论体系架构，对牛顿理论体系做了较深入的分析和讨论.本书强调非惯性
系的意义和规律，加强了连续介质力学和波动力学两大部分.本书以爱因斯坦假设和狭义相对论为根据
，系统讨论广义相对论的史瓦西场.教学中遇到的疑难问题书中都做了详尽的讨论.
　　《力学教程(上)》可作为高等学校物理专业以及其他理、工专业本科生的教材或参考书，也可以
供相关教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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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谷的观测为开普勒发现行星运动定律作了准备，完成了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第一步
基础工作一一实验观测，以他的执着、勤奋、智慧达到了那个时代天文实验观测的最高成就，3，1，2
开普勒发现行星运动定律第谷在1601年把毕生的观测材料交给他请来的助手，30岁的德国天文学家、
数学家开普勒（JohannesKepler，1571-1630），也就把机会和责任交给了开普勒，第谷穷几十年时间完
成的只是实验观测的第一步，即数据采集的工作，实验观测的第二步也是更重要的一步工作，是在科
学理论的指导下整理数据，寻找运动规律，如果按托勒密的理论，要想符合第谷的精确测量结果，80
多个本轮和均轮也远远不够，开普勒不会应用这种繁复之致的理论，而是相信哥白尼的日心地动说，
但是如果是日心地动说，行星都围绕太阳运动，那么地球上看到的不是真正行星绕太阳运动的轨迹，
地球上的观测资料也不能直接反映行星的运动规律，要从行星的使人眼花缭乱的“视行”中推出它们
的“真实”轨道，开普勒敏锐地领悟到：“要研究天，最好先懂得地”，把着眼点放在地球上，力图
先摸清地球本身的运动，然后再研究行星的运动，开普勒用三角测量法确定了地球的运动轨道，有了
地球运动轨道，就可以采用日一地距离为基线，把地球上观测的行星运动数据转换成行星绕太阳运行
的数据，这些工作特别是确定地球的运动轨道既是创造性的工作，也是大量的繁重的计算工作，开普
勒夜以继日地做了大量的计算。
行星相对于太阳运动的实验数据得到之后，下一步要弄清楚的问题是行星运动遵循什么数学定律？
要从经验的数据里推出运动定律要比解决第一个问题艰巨得多，开普勒首先需要了解行星轨道所描出
的曲线的几何特征是什么？
为此，他必须先对轨道作某种假设，然后按假设计算行星的理论轨道，再与第谷的实验观测结果相比
较看是否吻合，如果不吻合，再找另外的假设进行探索，直到合乎观测事实为止，开普勒首先分析的
行星是火星，这是因为第谷的数据中对火星的观测占有最大篇幅，恰好，这个行星的偏心率为0，0934
，在八大行星中位居第二，只比水星（偏心率为0，2056）小，因此其运行与哥白尼圆周运动的理论出
入较大，开普勒按照圆周运动假设来探求火星的轨道，他作了大量尝试，每次都要进行艰巨的计算，
在大约进行了70次的试探之后，开普勒才算找到一个与事实相当符合的方案，使他感到惊愕的是，当
超出他所用数据的范围继续试探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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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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