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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书是根据南京大学1959年以来物理系（还有天文系）一年级力学讲义编写而成。
我们设想，在一年级力学课开始时，一面采用图像分析进行论述，一面运用初步的微积分、矢量代数
作为对照，有利于学生掌握图像方法与运算方法之间的联系，透过数学表达式弄清内在的物理含义。
此后，可逐步减少图像方法而代之以运算方法。
这样循序渐进，既能学会运用数学工具，又能更好地掌握力学概念的基础。
我们又设想，这样的调整特别有利于突破泛泛的理论陈述，使一年级力学针对学生思想方法的特点，
切实帮助他们解除“链式推理”的思想束缚，诱导他们学会通过具体分析，应用力学的一般原则来解
决具体问题。
运用生动的例题启发他们认识“链式推理”对自己的束缚，并引导他们集中力量攻克§19（质点动力
学问题1这个重要点和关键点，基本上就可以达到这一要求，为整个课程的顺利进行铺平道路。
我们还设想，这样的调整有利于帮助学生及早地破除“不问条件总是用常量进行思维”的习惯，建立
变量的观念。
由于学生从高中带来的匀速、匀加速、常力的观念很深，在第一章 中需要着重解决这个问题。
这些思考方法上的训练，对学习其他物理课程也有很大好处。
几年的实践初步证实了上述设想。
教材的系统性有所加强，学生运用力学知识的能力和学习成绩确实比调整前有所提高，学习负担有所
减轻。
当然还很不够。
本书还尝试做到生动有趣。
根据我们的体会，生动的例子往往能尖锐地揭露矛盾，使问题解决较透彻，留下的印象也较深。
本书对回转仪奇特行径的物理实质所作的阐释（§46）以及对单杠“晚旋”的力学原理所作的阐释（
§47）在其他书籍中尚未见到，是否恰当请读者指教。
本书正文中凡用到微积分运算的段落都用小号字排印，而用到微积分运算的例题则标以+号，如果跳
过这些部分，并不影响连贯性。
成书以前，南京大学物理系领导多次组织了此教材与其他教材教学实践情况的对比调查研究。
作者对组织者、分工审读的同事以及给编写工作以协助的同事谨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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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力学”第四版，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全书共分七章，主要介绍了质点运动学、质点动力学的基本定律、质点动力学的运动定理、质点系动
力学的运动定理、刚体力学等内容。
章末附有复习题及思考题，书末汇集了各章的习题及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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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20  摩擦力    (1)干摩擦    (2)湿摩擦    (3)干摩擦而带有湿摩擦的特点  §2  1约束运动  复习思考题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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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学的运动定理  §26  动量定理  §27  动量矩定理    (1)力对于轴线的力矩    (2)对于轴线的动量矩(角
动量)和动量矩定理    (3)动量矩守恒定律    (4)对于点的力矩、动量矩、动量矩定理、动量矩守恒定律  
§28  功  §29  势能    (1)势能的概念    (2)如何计算质点在已知的保守力场中的势能    (3)质点在保守力场
中的势能为已知，如何计算相应的保守力    (4)惯性力“势能”  §30  动能动能定理    (1)动能    (2)动能
定理  §31  机械能守恒定律  §32  功能原理  §33  功率  §34  有心力    (1)有心力    (2)研究有心力问题的
基本方程    (3)有效势能  复习思考题第五章  质点系动力学的运动定理  §35  质点系动力学的困难所在
两体问题    (1)质点系动力学的困难所在    (2)两体问题    (3)质心的运动    (4)相对的运动  §36  质心运动
定理——动量定理  §37  碰撞    (1)对心碰撞(正碰)    (2)斜碰  §38  动量矩定理    (1)对于轴线的动量矩定
理    (2)质点系的动量矩与质心的动量矩    (3)参考系的选择    (4)动量矩守恒定律    (5)对于点的动量矩定
理  §39  动能定理    (1)动能定理    (2)质点系的动能与质心的动能    (3)机械能守恒定律与功能原理    (4)
参考系的选择  复习思考题第六章  刚体力学  §40  刚体——一种质点系    (1)刚体    (2)刚体是一种质点
系，有六个自由度    (3)刚体的质心    (4)对于刚体，内力所做功的和为零  §41  施于刚体的力系的简化  
 (1)滑移矢量    (2)特例：共点力系、平行力系    (3)力系简化的困难及其克服    (4)力系的简化  §42  刚体
的平衡    (1)刚体的平衡问题    (2)平衡的稳定性问题    (3)桁架问题  §43  刚体的平动  §44  刚体的定轴
转动    (1)定轴转动的运动学    (2)定轴转动的动力学基本方程式    (3)转动惯量的计算    (4)惯量张量  惯
量主轴    (5)刚体定轴转动问题举例    (6)动能定理的应用    (7)约束反力问题与动平衡问题  §45  刚体的
平面平行运动    (1)平面平行运动的运动学    (2)平面平行运动的动力学    (3)滚动摩擦  §46  刚体的定点
运动    (1)没有外加力矩的定点运动    (2)旋转对称重刚体的定点运动    (3)两个自由度回转刚体的定点运
动  §47  单杠的“晚旋”    (1)动量矩守恒    (2)动量矩的计算公式    (3)晚旋的纵转是怎样产生的  复习思
考题第七章  振动与波  §48  一个自由度的振动    (1)谐振动    (2)阻尼振动    (3)受迫振动    (4)谐波分析频
谱  §49  谐振动的合成    (1)方向相同，频率相同    (2)方向相同，频率不同    (3)方向垂直，频率相同   
(4)方向垂直，频率不同  §50  两个自由度的振动  §51  一维波的形成    (1)绳上波的形成    (2)固体弹性
介质里横波的形成    (3)弹性介质里纵波的形成    (4)谐波的解析表达式    (5)能流密度波强  §52  一维波
传播的一些问题    (1)特征阻抗    (2)反射波    (3)驻波    (4)多普勒效应    (5)色散波的群速  §53  空间波   
(1)波面波前波射线    (2)惠更斯原理    (3)波的衍射    (4)波的反射    (5)波的折射  §54  波的干涉    (1)波的
叠加原理    (2)波的干涉    (3)全息照相  复习思考题附录  微积分初步  §1函数  §2极限  §3导数  §4微分
 §5积分习题习题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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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切物质都在不停地变化——或者说，运动。
有简单的运动，也有复杂的运动；有低级形式的运动，也有高级形式的运动。
最简单的运动是位置的改变，即机械运动，其次有分子热运动、电磁过程等物理现象，再次有化学变
化、生物机体所固有的各种过程，还有属于社会现象的各种运动。
各种科学的任务就是研究各种运动形式，研究该种运动形式的特殊规律性及其与其他运动形式的相互
联系。
在高级的运动形式中，必定包含着较低级的运动形式。
例如在化学变化中必然伴随着吸热或放热、膨胀或收缩、变色、放出气体、产生沉淀等物理现象。
又例如在生物机体的各种过程中必伴随有许多物理现象与化学变化；比方说，在呼吸过程中，气体从
生物机体外部进入体内或从体内排出体外。
这正说明基础学科的重要性。
但是，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又各具有质的特殊性，高级运动形式决不能归结为低级的运动形式。
例如化学反应决不能归结为仅仅是吸热或放热等物理现象。
又例如呼吸过程决不能归结为仅仅是气体的机械运动；将抽气机与打气机的联合动作称为呼吸显然是
十分荒唐的。
因此基础学科也不能代替其他学科。
2物理学“物理”一词最先出自希腊文φυδk，原意是指自然。
古时的欧洲人称物理学为“自然哲学”。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即是研究大自然现象及规律的学问。
直到19世纪，物理学才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实证科学。
物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比较低级形式的物质运动：机械运动、原子和分子的运动、电磁运动、原子核内
部的运动等等。
由于较低级的运动形式普遍存在于较高级的运动形式中，基础学科之一的物理学在各门自然科学之中
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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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力学(上)(第4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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