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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应用型人才培养重点规划教材：大学物理基础》根据教育部制定
的《理工类非物理专业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2008）》，为适应高等学校应用型本科教学需要
而编写。
　　全书包含力学、热学、电磁学、波动学和近代物理学，在保证知识系统性和科学性的同时，对基
本概念、基本理论的阐述清楚详细，说理透彻，易读易懂，便于掌握，参考授课学时数为90学时左右
。
　　《全国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应用型人才培养重点规划教材：大学物理基础》可作为独立学院
理工类各专业的大学物理课程教材，也可供少学时的本科理工类各专业的读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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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力学分为运动学和动力学，运动学研究物体运动随时间的变化，其主要任务仅限于研
究物体运动变化的规律，而不涉及它们变化的原因。
本章讨论质点运动的描述，并通过描述质点运动的物理量来反映物体运动的规律。
§1.1参照系与坐标系一、质点任何物体都有一定的形状、大小和内部结构，一般情况下，物体各点的
运动状态各不相同，而且物体大小和形状也可能变化。
如果物体的大小和形状在我们研究问题中不起作用，或者所起的作用很小且可以忽略不计时，我们就
近似地把该物体看做一个具有质量而没有大小和形状的几何点，称为质点。
质点是经过科学抽象形成的概念，把物体当做质点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不是任意的、绝对的。
在如下情况下可以把物体当做质点处理：当物体做平动时，可将物体看做质点，因为物体平动时，物
体上各点的运动情况完全相同，任意一个点的运动都代表了整个物体的平动。
当物体的线度远小于它运动的空间范围时，可将物体看做质点。
例如，在研究地球这个庞大物体绕太阳公转时，由于地球与太阳的平均距离（约为1.5×108 km）比地
球的半径（约6. 37×103 km）大得多，地球上各点相对于太阳的运动可以看做是相同的，所以在研究
地球公转时，就可以把地球当做质点。
但是，在研究地球本身的自转时，地球上各点的运动情况就大不相同，这时就不能再把地球当做质点
了。
必须指出：质点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它只是为了研究问题的方便抽象出来的一种理想模型，是实际物
体在一定条件下的抽象。
这种在一定条件下把研究对象抽象化、理想化为某种模型的研究方法在物理中经常使用。
因为这样做可使许多复杂问题简化，抓住主要矛盾，忽略次要因素，找出其中规律。
大学物理学中常见的理想模型主要有质点、刚体、弹性体、理想气体、弹簧振子、点电荷、薄透镜、
点光源、绝对黑体等。
它们都是基于同样的道理而建立起来的。
当物体在所研究的问题中不能视为质点时，可把物体看做是由许多个质点组成的。
这许多个质点的集合称为质点系。
通过分析质点系的运动，就可以弄清楚整个物体的运动。
所以，研究质点的运动是研究物体运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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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物理基础》是全国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应用型人才培养重点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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