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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物理学是研究物质世界固有性质及其运动规律的一门科学。
它的基本理论渗透在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应用于生产技术的许多部门；它是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技
术的基础，也是高新技术发展的源泉和先导。
　　“大学物理”是理工科低年级学生的一门重要基础理论课，其作用在于使学生对物理学的基本概
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有比较系统的认识和正确的理解，为以后的学习和工作打下必要的基础；同
时增强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
　　本书从大众化教育和我国目前工科大学物理教学实际出发，注重与高中物理知识的衔接，力求物
理图像清晰，基本概念和基本规律表述明确。
本书在考虑物理学的完整性和系统性的同时，将物理学方法论、物理学史、生活中的物理现象等寓于
教材之中，既便于教，也便于学。
　　本书分上、下两册，适用于90～110学时或更少学时的教学。
上册的具体分工为第1篇力学：周勋秀，第2篇热学：黄代绘，第3篇振动和波动：马小娟；下册的具体
分工为第4篇电磁学：朱浩，第5篇光学：马小娟，第6篇量子力学基础：周勋秀。
全书由黄泉保教授审阅。
　　本书在编写和出版过程中，吴平教授、张晓副教授自始至终都给予了极大的关心、支持与帮助，
徐行可教授对本书的样章作了非常精细的审视，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黄泉保教授花了大量时间
对本书进行了逐字逐句的审阅，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王莉教授对书中内容也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
见和建议；本书在出版过程中，得到了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的关注与支持，他们的热心帮助，为编者
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机会，使本书顺利完成并出版，在此，对他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外很多优秀教材，还借用了一些习题和网络上的少量插图，谨此
致谢。
　　由于编者自身水平和教学经验的局限，书中难免存在不少疏漏和不妥之处，希望使用本书的师生
和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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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物理简明教程（上册）》以物理学的发展为主线，力求物理图像清晰，物理概念和基本规
律表述明确；注重对物理过程的认知、分析和解决；锻炼学生的科学思维方式，将物理基础知识融入
生活、高新科技和前沿课题之中。
全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包括力学（含相对论基础）、热学、振动和波动；下册包括电磁学、光学
和量子力学基础。
　　《大学物理简明教程（上册）》可作为高等学校非物理类专业的大学物理课程教材，也可作为各
类成人高校物理课程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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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篇 力学1 质点运动学1.1 质点参考系和坐标系1.2 描述质点运动的基本物理量1.3 几种常见运动及其
描述1.4 相对运动本章小结习题2 质点动力学2.1 牛顿运动定律及其应用2.2 动量定理与动量守恒定律2.3 
动能定理与能量守恒定律2.4 质点的角动量定理与角动量守恒定律2.5 对称性与守恒定律本章小结习题3 
刚体定轴转动3.1 刚体的运动及描述3.2 刚体定轴转动的转动定律3.3 刚体定轴转动的动能定理3.4 刚体
定轴转动的角动量定理本章小结习题4 相对论基础4.1 力学相对性原理伽利略变换4.2 狭义相对论基本原
理洛伦兹变换4.3 狭义相对论的时空观4.4 狭义相对论动力学基础4.5 广义相对论简介本章小结习题第2
篇 热学5 热力学基础5.1 热力学状态及其描述5.2 热力学第零定律温度5.3 功热量内能5.4 热力学第一定
律5.5 循环过程卡诺循环5.6 热力学第二定律卡诺定理5.7 熵熵增原理5.8 热力学第三定律本章小结习题6 
气体动理论6.1 理想气体的压强和温度的统计解释6.2 能量均分定理理想气体的内能6.3 麦克斯韦一玻耳
兹曼分布6.4 气体分子的碰撞规律6.5 熵的微观意义本章小结习题第3篇 振动和波动7 振动7.1 简谐振动
的模型7.2 简谐振动的定义7.3 简谐振动的描述7.4 简谐振动的能量7.5 简谐振动的合成7.6 阻尼振动受迫
振动本章小结习题8 波动8.1 波的认识8.2 平面简谐波8.3 波的能量8.4 波的传播8.5 波的干涉8.6 多普勒效
应本章小结习题习题参考答案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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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物体都有一定的大小、形状、质量和内部结构，即使是很小的分子、原子以及其他微观粒子也不
例外。
一般来说，物体运动时，其内部各点的位置变化常是各不相同的，而且物体的大小和形状也可能发生
变化，因此，要精确描述物体各部分的运动状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当物体的线度相对于物体与观测者的距离很小，物体的大小和形状对物体运动状态的影响可以
忽略不计时；或者物体上各点的运动状态相同（只考虑物体的平动），即物体上任一点的运动都可以
代表整个物体的运动时，我们就可以近似地把该物体看做是一个具有质量、占有位置。
但没有大小和形状的“点”，称为质点。
　　质点是经过科学抽象而形成的理想化的物理模型。
把物体当做质点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因而对具体情况要作具体分析。
例如，研究地球绕太阳公转时，由于地球至太阳的平均距离（约1.5×10km）比地球半径（约6.4
×10km）大得多，故地球上各点相对于太阳的运动可以看做是相同的，这时可把地球当做质点；但是
，在研究地球的自转时，就不能再把地球当做质点处理了。
　　注意：①把物体视为质点是对物体运动情况的简化，是科学抽象的物理模型，是从复杂问题中抽
出主要矛盾，并加以研究的思维方法。
这种抽象的研究方法，不仅对于学习物理学，而且对于学习其他科学技术，都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方法
。
②当我们所研究的运动物体不能视为质点时，原则上总可以把物体看做是由若干质点组成的质点系，
弄清这些质点系的运动，就可以弄清楚整个物体的运动。
因此，研究质点的运动规律也是研究一般物体运动规律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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