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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自出版以来，在黑龙江科技学院各理工科专业得到大面积使用，鉴于本书物理概念阐述清楚
、简洁得当，内容条理清晰、层次分明，语言规范、深入浅出，又融合了物理学原理在工程技术中的
应用，能够满足对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要求，因而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和专家的较高评价，并被国内一
些兄弟院校的部分专业选作教材或教学参考用书。
　　根据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为培养出更多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我们在本次教材修订中听取
和采纳了许多专家、师生和使用院校的意见和建议，既保持了教材的原有特点，又能在内容体系上体
现当前CDIO教学模式对大学物理课程教学改革的要求，努力实现知识的现代化、实用性和加强素质
教育的特点。
本书第2版与第1版在体系上大致相同，为了教学上安排方便、内容上分散难点，将狭义相对论调到力
学之后，将波动与光学部分调到热学之前，增加了固体能带理论和物理原理在工程技术中的应用专题
，而且全书许多章节都作了大量的修改和补充。
参加此次修订的人员有任敦亮、李海宝、姜洪喜，全书由任敦亮统稿。
丁红伟、尹向宝参加了对本教材的意见收集和整理工作，以及部分内容的修订工作。
　　承蒙华北科技学院张晓春教授对本书进行了仔细的审阅，并且此次修订得到了黑龙江科技学院物
理教研室全体教师的支持与帮助，编者在此特致谢意。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书中难免还有疏忽和不妥之处，恳请专家、同行和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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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依据教育部高等学校物理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2008年编制的《理工科类大学物理课程教学
基本要求》编写。
内容涵盖“基本要求”中的A类核心内容和部分8类扩展内容。
全书分上、下两册，共21章。
上册包括力学、狭义相对论、电磁学等内容；下册包括机械振动和机械波、光学、热学、量子物理等
内容。
本书知识系统性强，内容详略得当、深入浅出、难度适中，一方面保持了基础扎实、内容经典、实用
性强的特点，另一方面为努力适应CDl0教学模式下大学物理教学改革的需要，结合工程应用，体现出
知识面宽、内容现代化等特色。
　　本书可作为理工科院校非物理类理工科各专业的教材，也可以供其他类院校教学使用和社会读者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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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同一个物体是否可以看成质点不是一成不变的，也是取决于问题的性质和具体的情况。
同样是地球，在研究它绕太阳公转时，可以将它看做质点；在研究它的自转问题时，就不能把它看做
质点。
另外，当物体单纯地只作平移运动时，物体上各点的运动情况都完全相同，可以把它简化成一个质点
来看待。
当然，在很多问题中，物体大小和形状不能忽略，这时就不能把整个物体当做质点看待。
但是质点的概念仍然十分有用，因为能够把物体视为由许许多多小体积元组成，每个体积元都小到可
以按质点（有时也称为质元）来处理，则整个物体可以看成是由若干质点（质元）组成的系统（质点
系）或是由无数质点组成的整体，通过分析这些质点的运动，便可弄清楚整个物体的运动。
所以，研究质点运动也是进一步研究物体（例如，刚体、弹性体和流体等）复杂运动的基础。
　  1.1.2参考系与坐标系　  物体的机械运动是指它的位置随时间的改变。
在自然界中所有的物体都在不停地运动，绝对静止不动的物体是没有的，这就是说任何物体的位置总
是相对于其他物体或物体系来确定的。
在观察一个物体的位置及位置变化时，总要选取其他物体作为标准，选取的标准物不同，对物体运动
情况的描述结果也不同，这就是运动描述的相对性。
为描述物体的运动而选的标准物叫做参考系。
选择不同的参考系对同一物体运动情况的描述是不同的。
因此，在描述物体运动时，必须指明是对什么参考系而言的。
例如，一个自由下落的石块的运动，在地面参考系中观察，它是作直线运动；如果在近旁驰过的车厢
内观察，即以行进的车厢为参考系，则石块作曲线运动。
参考系的选择是任意的，在讨论地面上物体的运动时，通常选用固定在地面上的一些物体作为参考系
，这样的参考系叫做地面参考系。
　  选定参考系后，只能对物体的机械运动作定性描述，要定量地说明一个质点相对于此参考系的位
置，还必须在参考系中建立固定的坐标系。
运动物体的位置就由它在固连于参考系的坐标系中的坐标值来描述。
这个坐标系一旦与参考系固连在一起.则物体相对于坐标系的运动也就是相对于参考系的运动。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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