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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物理学(第2版)(套装上下册)》依据教育部颁布的“非物理类理工学科大学物理教学基本要求”
并结合编者多年的教学经验编写而成，2008年被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全书分上、下两册。
上册内容有质点运动学、质点动力学、刚体转动、狭义相对论、静电场、稳恒磁场、电磁场；下册内
容包括振动、波动、波动光学、气体动理论、热力学基础、量子力学基础、原子核和基本核子简介。
此外，为开阔学生的视野，书中选编了若干篇阅读材料，内容涉及物理学研究前沿、物理学最新研究
成果及物理学应用等方面的知识。
考虑到非物理专业的实际情况，全书着重于物理学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及思维方式介绍，尽量避免一
些繁琐的数学运算，尽量使用通俗化的语言。
书中插图由专业人员利用最新计算机软件绘制而成，表达准确、图像精美，因而可读性强。
 为方便教师教学和学生自学，本套教材还配有学习指导书和电子教案。
指导书针对学习大学物理的重点、难点问题，作出了更为详尽的阐述，并选编了相当数量的例题和自
测题；电子教案融入了大量的动画和素材，使教学过程变得更为生动、有趣。
 《大学物理学(第2版)(套装上下册)》可作为高等学校非物理类专业大学物理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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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 论.第1章 质点运动学 1.1 时间、空间与量纲 1.2 质点运动的描述 1.2.1 质点 参考系 坐标系 1.2.2 位置矢
量与运动方程 1.2.3 位移与路程 1.2.4 速度 1.2.5 加速度 1.3 圆周运动 切向加速度和法向加速度 1.4 相对运
动 本章提要 阅读材料(一) 思考题 习题 第2章 质点动力学 2.1 牛顿运动定律 2.1.1 牛顿第一定律 2.1.2 牛
顿第二定律 2.1.3 牛顿第三定律 2.1.4 牛顿定律的应用 2.2 惯性系与非惯性系力学 2.2.1 惯性系与非惯性系
2.2.2 惯性力 2.2.3 科里奥利力 2.3 冲量 动量守恒定律 2.3.1 冲量 质点的动量定理 2.3.2 质点系的动量定理
2.3.3 动量守恒定律 2.4 功和能 机械能守恒定律 2.4.1 功 功率 2.4.2 质点的动能定理 2.4.3 质点系的功能原
理 2.4.4 机械能守恒定律与能量守恒定律 本章提要 阅读材料(二) 思考题 习题 第3章 刚体的转动 3.1 刚体
运动的描述 3.1.1 平动和转动 3.1.2 定轴转动的角量描述 3.2 刚体定轴转动定律 转动惯量 3.2.1 力矩 3.2.2 
转动定律 3.2.3 转动惯量 3.2.4 转动定律应用举例 3.3 刚体定轴转动的功和能 3.3.1 力矩的功 3.3.2 转动动
能 3.3.3 刚体定轴转动的动能定理 3.3.4 刚体的重力势能 3.4 角动量定理 角动量守恒定律 3.4.1 质点的角
动量 3.4.2 刚体对定轴的角动量 3.4.3 刚体的角动量定理 3.4.4 角动量守恒定律及其应用 3.5 碰 撞 *3.6 刚
体的进动 本章提要 阅读材料(三) 思考题 习题 第4章 狭义相对论 4.1 爱因斯坦基本假设 4.1.1 力学相对性
原理和伽俐略变换 4.1.2 狭义相对论产生的实验基础和历史条件 4.1.3 爱因斯坦基本假设(狭义相对论基
本原理) 4.2 洛伦兹变换 4.2.1 洛伦兹坐标变换 4.2.2 洛伦兹速度变换 4.3 狭义相对论时空观 4.3.1 “同时性
”的相对性 4.3.2 时间膨胀 4.3.3 长度收缩 4.3.4 因果关系的绝对性 4.4 相对论动力学基础 4.4.1 相对论质
速关系 4.4.2 相对论动力学的基本方程 4.4.3 相对论动能 4.4.4 静能、总能和质能关系.. 4.4.5 能量和动量
的关系 本章提要 阅读材料(四) 思考题 习题 第5章 静电场 5.1 电场强度 5.1.1 电荷及其性质 5.、1.2 库仑
定律 5.1.3 电场强度 5.1.4 带电体在外电场中所受的作用 5.2 静电场中的高斯定理 5.2.1 电通量 5.2.2 静电
场中的高斯定理 5.3 静电场的环路定理 电势 5.3.1 静电场的环路定理 5.3.2 电势和电势差 5.3.3 等势面 电
势梯度 5.4 静电场中的导体 5.4.1 导体的静电平衡 5.4.2 有导体存在时场强与电势的计算 5.4.3 静电的应用
5.5 静电场中的介质 5.5.1 电介质的极化 5.5.2 电介质中的电场 5.5.3 电位移矢量 电介质中的高斯定理 5.6 
静电场的能量 5.6.1 电容和电容器 5.6.2 电容器的储能 5.6.3 静电场的能量 5.6.4 电荷系统的静电能 本章提
要 阅读材料(五) 思考题 习题 第6章 稳恒磁场 6.1 磁感应强度 6.1.1 磁现象 磁场 6.1.2 电流和电流密度
6.1.3 磁感应强度 5 6.2 磁场中的高斯定理 6.2.1 磁感应线 6.2.2 磁通量 6.2.3 磁场中的高斯定理 5 6.3 毕奥一
萨伐尔定律及其应用 6.3.1 稳恒电流的磁场 6.3.2 运动电荷的磁场 6.3.3 载流线圈的磁矩 6.3.4 毕奥一萨伐
尔定律的应用 5 6.4 磁场的安培环路定理 6.4.1 安培环路定理 6.4.2 安培环路定理的应用 6.5 磁场对运动电
荷和载流导线的作用 6.5.1 洛伦兹力 6.5.2 带电粒子在磁场中的运动 6.5.3 霍耳效应 6.5.4 洛伦兹力在科学
与工程技术中的应用实例 6.5.5 安培力 6.6 磁力的功 6.6.1 磁力对载流导线做功 6.6.2 磁力矩对转动载流线
圈做功 6.7 磁介质 6.7.1 磁介质的分类 6.7.2 顺磁质与抗磁质的磁化 6.7.3 磁场强度、磁介质中的安培环路
定理 6.7.4 铁磁质 本章提要 阅读材料(六) 思考题 习题 第7章 电磁感应 电磁场 7.1 电磁感应的基本定律
7.1.1 电磁感应现象 7.1.2 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7.2 动生电动势 7.2.1 电源 电动势 7.2.2 动生电动势 7.3 感生
电动势和感生电场 7.3.1 感生电动势 涡旋电场 7.3.2 电子感应加速器 7.3.3 涡电流 7.4 自感应 互感应 7.4.1 
自感 7.4.2 互感 7.5 磁场的能量 7.5.1 自感磁能 7.5.2 互感磁能 7.5.3 磁场能量 7.6 位移电流和全电流定律
7.6.1 位移电流 7.6.2 全电流定律 7.7 麦克斯韦方程组 本章提要 阅读材料(七) 思考题 习题 附录ⅰ 国际单
位制(si) 附录ⅱ 常用基本物理常量表 附录ⅲ 物理量的名称、符号和单位(si)一览表 附录ⅳ 空气、水、
地球、太阳系一些常用数据 附录ⅴ 历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习题答案第8章 振 动8.1 简谐振动 8.1.1 
简谐振动的方程、速度和加速度 8.1.2 描述简谐振动的特征量 8.1.3 旋转矢量法 8.1.4 简谐振动的实例
8.1.5 简谐振动的能量 8.2 简谐振动的合成 8.2.1 两个同方向同频率简谐振动的合成 8.2.2 两个同方向不同
频率的简谐振动的合成 8.2.3 相互垂直的简谐振动的合成 8.3 阻尼振动 受迫振动 共振 8.3.1 阻尼振动
8.3.2 受迫振动 共振 8.4 振动的分解 8.5 非线性振动简介 本章提要 阅读材料(八) 思考题 习题 第9章 波 动
9.1 机械波的产生和传播 9.1.1 机械波的形成 9.1.2 描述波动的物理量 9.2 平面简谐波的波动方程 9.3 波的
能量 9.3.1 波的能量和能量密度 9.3.2 波的能流和能流密度 9.3.3 球面波 波的吸收 9.4 波的衍射 干涉 9.4.1 
惠更斯原理 波的衍射 9.4.2 波的叠加原理 波的干涉 9.5 驻 波 9.5.1 驻波的形成 9.5.2 驻波的波动方程 9.5.3 
半波损失 9.5.4 弦线振动的简正模式 9.6 多普勒效应 5 9.7 电磁波 9.7.1 电磁波的波动方程 9.7.2 电磁波的
辐射 9.7.3 平面电磁波的传播 9.7.4 电磁波谱 9.7.5 电磁波的能量和动量 9.7.6 电磁波的动量 9.8 非线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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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本章提要 阅读材料(九) 思考题 习题 第10章 光 学 10.1 光的相干性 10.1.1 光源 10.1.2 光的相干性
10.1.3 光程 光程差 5 10.2 分波面干涉 10.2.1 杨氏双缝干涉 10.2.2 菲涅耳双面镜 劳埃德镜 5 10.3 分振幅干
涉 10.3.1 薄膜干涉 10.3.2 薄膜的等厚干涉 10.3.3 薄膜的等倾干涉 10.3。
4 迈克耳孙干涉仪 10.4 光的衍射 10.4.1 光的衍射现象及其分类 10.4.2 惠更斯一菲涅耳原理 10.4.3 单缝衍
射 10.4.4 圆孔夫琅禾费衍射 10.4.5 光学仪器的分辨能力 10.5 光 栅 10.5.1 光栅衍射现象 10.5.2 光栅衍射规
律 10.5.3 光栅光谱 10.6 x射线衍射 10.7 光的偏振 10.7.1 自然光 偏振光 10.7.2 偏振片的起偏与检偏 10.7.3 
马吕斯定律 10.7.4 反射和折射光的偏振 10.7.5 晶体的双折射 10.8 偏振光的干涉 人为双折射 旋光现象
10.8.1 偏振光的干涉 10.8.2 人为双折射 10.8.3 旋光现象  10.9 现代光学简介 10.9.1 全息技术 10.9.2 非线性
光学简介.. 10.9.3 光纤技术 本章提要 阅读材料(十) 思考题 习题 第11章 气体动理论 11.1 平衡态 温度 理
想气体状态方程 11.1.1 平衡态 11.1.2 温度 11.1.3 理想气体状态方程 11.1.4 统计规律的基本概念 11.2 理想
气体的压强 11.2.1 理想气体的微观模型 平衡状态气体的统计假设 11.2.2 理想气体压强公式及其统计意
义 11.3 温度的微观本质 11.3.1 温度的微观解释 11.3.2 方均根速率 11.4 能量均分定理 理想气体的内能
11.4.1 分子的自由度 11.4.2 能量均分定理 11.4.3 理想气体的内能 11.5 麦克斯韦速率分布 11.5.1 麦克斯韦
速率分布律 11.5.2 三个统计速率 11.6 玻耳兹曼分布 11.7 气体分子的平均碰撞频率和平均自由程 11.8 气
体内的输运过程 11.8.1 内摩擦现象(粘滞现象) 11.8.2 热传导现象 11.8.3 扩散现象” 本章提要 阅读材料(
十一) 思考题 习题 第12章 热力学基础 12.1 准静态过程 12.1.1 准静态过程 12.1.2 内能、功和热量 12.1.3 准
静态过程的功和热量 12.2 热力学第一定律 12.2.1 热力学第一定律 12.2.2 热力学第一定律对理想气体平
衡过程的应用 12.3 循环过程和卡诺循环 12.3.1 循环过程 12.3.2 卡诺循环 12.4 热力学第二定律 12.4.1 热力
学第二定律 12.4.2 热力学第二定律两种表述的等效性 12.4.3 可逆与不可逆过程 12.4.4 卡诺定理 12.5 热力
学第二定律的统计意义 熵 12.5.1 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统计意义 12.5.2 熵 熵增原理 12.5.3 熵的热力学表示
12.5.4 熵与能量退化 开放系统熵变 本章提要 阅读材料(十二) 思考题 习题 第13章 量子力学基础 13.1 黑
体辐射和普朗克量子假设 13.1.1 黑体辐射 13.1.2 普朗克量子假设和普朗克公式 13.2 光的量子性 13.2.1 光
电效应 13.2.2 康普顿效应 13.3 玻尔的氢原子理论 13.3.1 氢原子光谱 13.3.2 玻尔氢原子理论 13.4 实物粒子
的波粒二象性 13.4.1 德布罗意波 13.4.2 德布罗意波的实验证明 13.4.3 德布罗意波的应用 13.4.4 德布罗意
波的统计解释 13.5 不确定关系 13.6 薛定谔方程 13.6.1 波函数 概率密度 13.6.2 薛定谔方程 13.6.3 一维无
限深方势阱 13.6.4 一维方势垒隧道效应 13.6.5 一维线性谐振子 宇称 13.7 算符与平均值 13.7.1 算符的本
征值和本征函数 13.7.2 力学量的算符表示 13.7.3 态叠加原理 13.7.4 力学量测量结果概率平均值 13.7.5 算
符的对易和不确定关系 13.8 氢原子的量子理论 13.8.1 氢原子的薛定谔方程 13.8.2 lz及l2的本征值及本征
函数 13.8.3 径向波函数的求解 13.8.4 三个量子数 13.8.5 氢原子的波函数 13.8.6 电子云 13.9 多电子原子中
的电子分布 13.9.1 电子自旋自旋量子数 13.9.2 多电子原子中的电子分布 13.10 激光原理 13.10.1 激光的特
性 13.10.2 原子的激发、辐射与吸收 13.10.3 粒子数反转分布 13.10.4 光学谐振腔 13.10.5 激光器一 本章提
要 阅读材料(十三) 思考题 习题 第14章 原子核物理和粒子物理简介 14.1 原子核的基本性质 ]4.1.1 原子核
的组成 14.1.2 原子核的大小 14.1.3 核力 14.1.4 核的自旋与磁矩 14.2 原子核的结合能 裂变和聚变 14.2.1 原
子核的结合能 14.2.2 重核的裂变 14.2.3 轻核的聚变 14.3 原子核的放射性衰变 14.3.1 放射性衰变 14.3.2 放
射性衰变规律 14.3.3 放射性强度 14.4 粒子物理简介 14.4.1 粒子的基本特征 14.4.2 粒子的相互作用及其统
一模型 14.4.3 粒子的分类 14.4.4 夸克模型 本章提要 阅读材料(十四) 思考题 习题 习题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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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自然界中一切物质都处在永恒不息的运动中，运动是物质的基本属性，这种运动的普遍性和永
恒性称为运动的绝对性，而运动的形式又是多种多样、千变万化的，其中最简单、最普遍而又最基本
的一种运动形式是一个物体在空间相对于另一物体的位置（或者一物体的某一部分相对于其他部分的
位置）随时间而变化的运动，这种运动称为机械运动，例如，行星绕太阳的运转，汽车的奔驰，货物
的升降，战士的冲锋等等，都是机械运动，力学（Mechanics）就是研究机械运动规律及其应用的科学
，为了研究，首先要描述，对于一个物体运动情况的描述是与观察者相关的，例如，火车是否已经开
动了，车上的观察者和站台上的观察者得出的结论是不相同的，这就是运动描述的相对性，从被研究
的运动对象而言，力学可分为质点力学和刚体力学，我们首先要对它们的运动作出描述，这就是运动
学（Kinematics），运动学中相当一部分概念和公式在中学物理课程中已学习过了，这里重提不是简单
重复，而是更科学、更严格、更全面也更系统化了，特别是有关数学概念和运算，如矢量、微分、积
分等，它们是理解和掌握本章基本概念必备的数学基础，初学者应特别注重这一点。
本章首先定义描述质点运动的物理量，如位置矢量、位移、速度和加速度等，进而讨论这些量随时间
变化的关系，然后以圆周运动为例讨论曲线运动中的法向加速度和切向加速度，最后将介绍相对运动
以及相对运动中的速度叠加定理。
位移、速度和加速度是运动学中的重要物理量，它们都具有相对性、瞬时性和矢量性，也反映了物体
运动的基本特性，只有掌握了这些特性，才能正确理解这些物理量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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