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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学物理课程是高等学校理工科各专业学生一门重要的通识性必修基础课。
该课程所教授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和工程技术人员所必备的。
除此之外，大学物理课程在培养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等方面，具
有其他课程无法替代的作用。
　　本书是南通大学理学院教师在多年大学物理教学实践的基础上，结合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际编写
而成的。
本书以教育部非物理类专业物理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新制定的《非物理类理工学科大学物理课程
教学基本要求》为依据，注意借鉴国内外现有优秀大学物理教材和高中物理新教材的长处，采用多种
手段加强教材内容与生产、生活实际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联系，让学生感到生活中到处都有物理。
为了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我们还在教材中嵌入了“讨论与思考”和“课题研究”栏目，以便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和探究欲望，培养学生收集、处理、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尽早对学生进行科研训练。
　　全书分上、下两册，由南通大学理学院组织编写。
上册包括力学、相对论、振动与波、气体动理论和热力学等内容，下册包括电学、磁学、光学和量子
物理等内容。
全书由董正超主审，第1、2、3、5、6章主要由沐仁旺编写，第7、8、9章主要由秦玉明编写，第10
、11、12章主要由戴兵编写，第13章主要由纪宪明编写，第4、14章主要由杨建华编写。
参加编写的人员还有于忠卫、方靖淮、王全、许田、成鸣飞、孙炳华、张华、李颂、李晓波、林小燕
、周玲、周朋霞、姚力、罗达峰、罗礼进、袁国秋、黄云霞、韩良恺、谭志中、傅怀良、王志坚、赵
永林、潘宝珠等。
全书由杨建华、戴兵和秦玉明统稿。
　　为了进一步帮助读者正确理解和掌握本书的基本概念，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解
题技巧，我们还拟编写与之配套的《大学物理学习指导》（苏大出版社出版）。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妥甚至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我们将在此基础上不断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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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物理(套装上下册)》分上、下两册，由南通大学理学院组织编写。
上册包括力学、相对论、振动与波、气体动理论和热力学等内容，下册包括电学、磁学、光学和量子
物理等内容。
　　《大学物理(套装上下册)》以教育部非物理类专业物理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新制定的《非物
理类理工学科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为依据，注意借鉴国内外现有优秀大学物理教材和高中物
理新教材的长处，采用多种手段加强教材内容与生产、生活实际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联系，让学生感到
生活中到处都有物理。
为了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我们还在教材中嵌入了“讨论与思考”和“课题研究”栏目，以便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和探究欲望，培养学生收集、处理、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尽早对学生进行科研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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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刚体绕定轴转动的动能定理　　3-5　动量矩守恒定律　　　一、动量矩　　　二、动量矩定理　
　　三、动量矩守恒定律　　思考题　　习题　第4章　狭义相对论　　4-1　基于绝对时空的力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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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雷实验　　4-3　狭义相对论的基本原理洛伦兹变换　　　一、狭义相对论的基本原理　　　二、洛
伦兹变换式　　　三、洛伦兹速度变换式　　4-4　狭义相对论的时空观　　　一、同时的相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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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受迫振动共振　　5-4　同方向简谐运动的合成拍　　　一、同方向同频率简谐运动的合成　　
　二、同方向不同频率简谐运动的合成拍　　5-5　相互垂直的简谐运动的合成　　思考题　　习题　
第6章　机械波　　6-1　机械波的产生和传播　　　一、机械波的产生　　　二、横波和纵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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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波动方程　　6-3　波的能量和能流　　　一、能量和能量密度　　　二、能流和能流密度　　　三
、声强和声强级　　　四、波的吸收　　6-4　波的衍射和干涉　　　一、惠更斯原理　　　⋯⋯　
第7章　气体动理论　第8章　热力学基础　附录1　矢量　附录2　基本吴璐常量　附录3　国际单位制
（SI）　附录4　希腊字母表及其读音　附录5　历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及获奖原因　附录6　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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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　　　一、库仑定律　　　二、电场强度　　　三、电偶极子的电场强度　　9-2　高斯定理　　
　一、电场强度通量　　　二、高斯定理及其应用　　9-3　静电场的环路定理电势　　　一、静电场
力所做的功　　　二、静电场的环路定理　　　三、电势能和电势　　　四、电场强度与电势梯度　
　9-4　静电场中的电偶极子　　　一、外电场对电偶极子的力矩　　　二、电偶极子在电场中的电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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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　　9-8　静电场的能量能量密度　　　一、电容器的储能　　　二、静电场的能量　思考题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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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定律的应用　　　三、运动电荷的磁场　　10-5　磁场的高斯定理　　　一、磁感线　　　二、磁
通量磁场的高斯定理　　10-6　安培环路定理　　　一、安培环路定理　　　二、安培环路定理的应
用　　10-7　磁场对栽流导线的作用　　　一、安培力　　　二、载流线圈在磁场中受到的力矩　
　10-8　磁场对运动电荷的作用　　　一、洛伦兹力　　　二、带电粒子在均匀磁场中的运动　　　
三、霍耳效应　　　⋯⋯　第11章　电磁感应　第12章　电磁场和电磁波　第13章　光学　第14章　
量子物理　习题答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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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4 狭义相对论的时空观　　运用洛伦兹变换式可以得到许多与我们的日常经验大相径庭的、令
人惊奇的重要结论，这些结论后来被近代高能物理中的许多实验所证实。
例如，两点之间的距离或物体的长度随量度的惯性系的不同而不同，某一过程所经历的时问也随惯性
系而异，以及动量与速度的关系和质能关系等。
下面我们首先讨论同时的相对性，然后再讨论长度的收缩和时间的延缓。
　　一、同时的相对性　　在牛顿力学里，同时性是绝对的。
在一个惯性系里同时发生的两个事件，在另一个惯性系里看来也一定是同时的。
比如，2009年9月18日上午10点，昆明和南昌同时拉响人防警报，根据生活经验，昆明和南昌两地开始
拉警报这两个事件，无论是地面上的人还是国际空间站上的科学家看来都应该是发生在同一时刻。
但是狭义相对论则认为，如果两个事件在惯性系S中观察时是同时的，那在惯性系S’中观察，一般来
说就不再是同时的了，这就是狭义相对论的同时的相对性。
　　下面介绍爱因斯坦的“理想实验”来说明同时的相对性。
　　如图4-4所示，设想有一车厢以匀速度u相对站台S沿Ox轴运动。
如果车厢正中间的灯P闪了一下后，则毫无疑问在随火车一起运动的惯性系S’观测者来看，光信号是
同时到达车厢两端A和B的。
现在要问：从站台S上的观测者来看，这两个光信号还是同时到达A和B吗？
按照狭义相对论的光速不变原理，S系中的观测者认为光向前和向后传播的速度是一样的，由于火车
在运动，在光传播的过程中，车厢向前移动了一段距离，因此光信号到达A比到达B要早一些。
可见，从灯P发出的光信号到达点A和到达点B这两个事件在火车上的观测者看来是同时的，而在站台
上的观测者看来是不同时的。
也就是说，同时是相对的，不存在与惯性系无关的所谓绝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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