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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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为国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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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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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I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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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力学是物理学的一个重要部分，主要研究物质热运动的现象和规律。
对热现象研究的基本方法有两种，即宏观方法和微观方法。
相应地，理论也有两部分，以实验定律为基础的宏观理论构成热力学；以物质微观结构为基础的微观
理论构成统计物理学。
热力学理论主要包括热力学基本定律、热力学函数及其应用，以及相平衡与化学平衡等内容；统计物
理理论主要包括分子动理论、统计力学以及涨落理论等内容。
　  对热现象研究的两种方法相辅相成，互相补充。
根据观察和实验总结出来的热力学定律，以严密的逻辑推理来研究宏观物体的热性质，它不涉及物质
的微观结构，因此具有高度的普遍性和高度的可靠性，但却得不到物态方程、比热容公式等物性理论
，也不能解释涨落现象；而统计物理学则从物质的微观结构出发，依据每个粒子所遵循的力学规律，
用统计学的方法研究宏观物体的热性质，可以很方便地解释涨落现象，又可以从理论上导出物态方程
，但统计物理得到的结果与实际不能完全吻合。
　  热力学基本理论随18世纪工业革命开始发展。
18世纪，以蒸汽技术广泛应用为特征的工业发展为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即热力学第一定律的建立准
备了广泛的物质基础。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欧洲有迈尔、亥姆霍兹、焦耳等十多位科学家通过不同途径，独立发现了能量
守恒与转化定律。
不过，在这期间科学家们发现，用于热功转换的蒸汽热机效率很低，只有3％～5％。
为了提高热机效率，1828年，卡诺从理论上研究了提高效率的方法，提出了相应的热机理论，但这个
理论与焦耳的实验结果矛盾。
开尔文和克劳修斯发现了这个矛盾并对卡诺理论修正后，各自独立地发现了热力学第二定律。
热力学第二定律揭示了自然界中自发过程具有方向性，也就是说能量守恒的过程未必都能够实现。
1912年，能斯托提出了描述低温现象的热力学第三定律。
1939年，福勒又提出了有关热平衡的定律，称为热力学第零定律。
至此，四个构成热力学基本理论的定律全部建立起来了。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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