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学物理学（下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大学物理学（下册）>>

13位ISBN编号：9787111289104

10位ISBN编号：7111289102

出版时间：2010-1

出版时间：机械工业出版社

作者：赵丽萍，李红艳　主编

页数：23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学物理学（下册）>>

前言

　　本书是由长期从事大学物理教学工作的一线教师，结合多年的教学经验和教学研究成果，依据教
育部最新制定的《理工科类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编写的一套实用、现代的大学物理教材。
　　“大学物理”课程是高等院校理工科各专业的一门重要必修基础课。
学习这门课程不仅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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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增
强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能使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培养其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
提高他们的科学素养。
物理教材是学生与物理学前辈和当代物理学家展开对话的途径之一，本书的编写者集合物理学的精华
，博采众长，站在学生的角度上，充分考虑学生学习物理知识的认知规律，采用朴实流畅、通俗易懂
的语言阐述物理现象、物理规律，应用基础的数学知识与基础理论来分析、推导物理原理、定理和引
入物理定律，构建了合理的知识框架，带领读者由浅入深系统地学习大学物理的基本内容和科学方法
。
本书所选的例题和习题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既注意避免应用到较繁、较深的数学理论，又能较好地
配合理解核心内容。
书中适当增加了例题数量，给教师讲课留有较大的选择余地，给学生拓宽思路、自主学习、更好地理
解物理规律建立了一个平台。
　　在经典内容和近代内容中如何取舍，一直是大学物理课程面临的问题。
在本书的编写中，我们从内容上适当地对经典物理学部分进行了压缩，同时又适当加强了近代物理学
的比重，并在近代物理学内容的叙述上力求做到通俗、生动，重点突出近代物理思想、物理图像，尽
量减少复杂的数学运算，努力使近代物理趋于普物化，使读者在阅读这部分内容时能够产生一些新鲜
感。
　　出版与主教材配套的《大学物理全程辅导与思考题、习题详解》辅导书，其作用一是归纳总结各
章内容，指导学生掌握重点、难点；二是精选典型例题，开阔学生思路，训练解题技能和技巧；三是
为教师提供习题课教学资料；四是为学生给出所有思考题、习题详解，以方便读者自学和参考。
　　本书中带“*”号的内容，教师可自行取舍，不影响教材的整体性。
　　书中小字部分是相关章节的延伸内容，不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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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根据教育部最新制定的《理工科类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编写的。
本书体系合理、思路清晰、表述精练，循序渐进，继承了国内教材的传统特色。
在写作风格和插图设计等方面借鉴了国外优秀物理教材的特点，突出物理思想和物理图像，使教材内
容通俗易懂。
书中对经典物理内容进行了精简和深化，对近代物理内容进行了精选和普化，适当介绍了现代科学技
术的发展与应用。
全书分上、下两册，共14章。
上册主要内容为力学、相对论基础、电磁学；下册主要内容为热学、振动与波动、光学和量子物理基
础等。
本书可作为普通高等院校非物理类理科、工科等专业的大学物理课程教材，亦可供其他专业学生和社
会读者阅读。
　　与本教材同步出版的教学辅导书《大学物理全程辅导与思考题、习题详解》对教师备课、授课和
学生学习、复习以及巩固本教材的教学效果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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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9章气体动理论　　热学是研究热现象的理论。
热现象是人类生活中最早接触到的现象之一，在有史以前人类已能钻木取火，在古代人们还用火制造
出陶器、铜器和铁器。
由于火的广泛应用，人们逐渐认识了许多热现象，但是在古代，社会生产力很低，热学还不能作为一
门系统的科学建立起来。
18世纪到19世纪，出现了蒸汽机，促使人们开始了对热现象进行比较广泛的研究。
系统的计量学和量热学的建立，使热现象的研究走上了实验科学的道路。
焦耳（J。
P。
Joule）进行了许多次实验，测定了热功当量，焦耳的实验最后确定了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热力学
第一定律。
克劳修斯（Rudolf Clausius，1822-1888）和开尔文（Kelvin，1824-1907）独立地发现了能量传递方向的
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
热力学的两个基本定律都是从研究热机和机械功的相互转化问题中总结出来的。
热力学找到了热现象的一般规律，同时使人们对于热的本质的认识也不断完善。
克劳修斯第一次清楚地说明统计的概念，正确地导出了玻意耳定律，并首先引进自由程的概念。
麦克斯韦（Janles Cler_k Maxwell，1831-1879）是首先认识到分子的速度各不相同而得到速度分布率的
。
玻耳兹曼（Ludwing Boltzman，1844-1906）最初在速度分布率中引进重力场。
这样，气体动理论就从一些定性的论据发展成一个系统定量的理论。
　　研究热现象有微观的统计物理学和宏观的热力学两种方法。
微观的统计物理学是从物质的微观结构出发，即从分子、原子的运动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出发，去
研究热现象的规律，本章要介绍的气体动理论属于微观的统计物理学。
宏观的热力学是从能量观点出发，以大量的实验观测为基础，来研究物质热现象的宏观规律及其应用
，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
研究热现象的两种方法，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
　　气体动理论有两个基本的观点：一是气体是由大量的不停地作无规则热运动的分子或原子组成的
；二是大量的分子或原子的热运动满足统计规律。
从这两个基本观点出发，可以导出描述气体状态的宏观量和描述气体分子运动的微观量之间的关系，
从而揭示宏观热现象的微观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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