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学物理（下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大学物理（下册）>>

13位ISBN编号：9787561834084

10位ISBN编号：756183408X

出版时间：2010-2

出版时间：天津大学

作者：《大学物理》编写组

页数：24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学物理（下册）>>

前言

作为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源泉的物理学，始终影响着人类的发展和进步。
物理学也是学习其他学科知识与技术的基础。
“大学物理”是高等院校许多专业学生必修的重要基础课程之一，同时也与其他课程的学习密切相关
。
除为今后的专业发展打好物理基础外，在培养高素质人才的过程中，它也是不可替代的，尤其在建立
唯物主义世界观、培养创新精神与科学思维能力方面，更有其独特的作用。
长期以来，为适应不同时期教学要求，天津大学先后编写出版了四套教材，分别是：杨仲耆等编的《
大学物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80，1981，1982）；李金锷主编的《大学物理》（天津大学出版
社，1981；科学出版社，2001）；陈宜生、李增智主编的《大学物理》（天津大学出版社，1999）；
霍炳海主编的《大学物理》（天津大学出版社，2001）。
在当今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交叉学科不断涌现的背景下，物理学思想与方法在各个领域中得到广泛的
应用。
原有教材的内容与篇幅有必要进行充实与调整。
在我校教务处、理学院及物理系领导的关怀与支持下，我们根据非物理类教学指导委员会近期提出的
“教学基本要求”，并结合多年的教改成果与教学经验，吸取我校原有教材的精华，编写了这部教材
。
编写此套书的指导思想：（1）基本教材内容简练，以基本概念、规律及研究方法为主，力求做到重
点突出，教师好用，学生好读；（2）适当调整经典与近代内容的比例，讲解经典内容时注意其在新
科技中的应用，赋予时代气息；（3）辅助教材中所选内容与讲授深度适合学生的接受能力，以激发
学生继续学习与探索的激情。
在本教材的组织编写过程中，笔者承担了策划、审稿和定稿工作。
参加基本教材的编写人员有：力学部分，王莱；分子动理论，王克起；热力学，霍炳海；电磁学，吴
亚非；振动与波、光学，李增智；狭义相对论，顾洪恩；量子物理、原子核与基本粒子，周佩瑶。
由于水平有限，衷心希望使用此书的老师和同学对我们提出批评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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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物理”是高等院校许多专业学生必修的重要基础课程之一，同时也与其他课程的学习密切
相关。
除为今后的专业发展打好物理基础外，在培养高素质人才的过程中，它也是不可替代的，尤其在建立
唯物主义世界观、培养创新精神与科学思维能力方面，更有其独特的作用。
     本教材内容简练，以基本概念、规律及研究方法为主，力求做到重点突出，教师好用，学生好读；
适当调整经典与近代内容的比例，讲解经典内容时注意其在新科技中的应用，赋予时代气息；辅助教
材中所选内容与讲授深度适合学生的接受能力，以激发学生继续学习与探索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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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就运动形态而言，物质的运动可以分为机械运动、热运动、电磁运动等；而就运动形式而言，
物质的运动又可分为平动、转动和振动。
振动是物质的一种基本运动形式。
自然界中到处都存在着振动。
例如，一切正在发声的物体都在振动，人的心脏有规律的跳动也是振动，机器的运转、海浪的起伏以
及地震也都是振动，同样，交流电路中的电流和电压也在振动，即使晶体中的原子也都在不停地振动
着。
物体在某一位置（通常是平衡位置）附近所作的周期性的往复运动称为机械振动。
本章主要讨论机械振动的特征和规律。
振动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其周期性。
广义地说，任何一个物理量随时间的周期性变化都称为振动。
例如，电磁场中的电场强度和磁感应强度都可能随时间作周期性变化，这种振动称为电磁振动或电磁
振荡。
各种振动形式的机理虽然不尽相同，但都有着类似的规律性，可以用同一类数学方程来描述。
因此，研究一种振动形式的规律，有助于理解其他振动形式的规律。
振动有简单和复杂之别。
最简单的振动是简谐振动。
它也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振动。
任何复杂的振动都可以认为是由许多简谐振动合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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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物理(下册)》由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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