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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学物理》是参照教育部非物理专业物理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会新制订的《理工科非物理类
专业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讨论稿）》的基本精神，在总结多年来教学及教学改革经验的基础
上编写而成的。
本书在编写中力求体现以下特点：1.适当调整教材结构体系。
本书在目前大学物理传统教材的基础上作了适当调整。
全书分为上、下册，上册包括力学、狭义相对论、振动和波动及波动光学；下册包括热学、电磁学和
近代物理。
这样安排的好处有两点：其一，可避免传统教材体系中电磁学的内容被两个学期分成两部分；其二，
将整个教材的重点内容——力学和电磁学及难点内容——近代物理分别放在两个学期讲授，重点、难
点分散，便于教师讲授和学生学习。
　　2.调整了起点，解决好与中学物理内容的衔接问题。
如何处理好大学物理与中学物理内容的衔接是许多物理教学工作者长期以来一直想要解决的问题。
本书在学生可接受的前提下，适当地调整了起点。
凡是中学已讲过的内容，本书一般不再重复讲授。
在力学和电磁学两部分内容的编写中做了较大的改动，力求在结构上避免与中学物理重复，在层次上
能在中学物理的基础上得以深化，在内容上纳入更多的现代物理信息。
　　3.适当地增加例题的数量并提高了质量。
本书除了保留一些典型例题外，增加了一些题意新、难度较大的例题和习题，并加强了矢量代数和微
积分方法的应用。
以此加深学生对讲课内容的理解，启发解题的思路，进一步掌握用数学工具解析物理问题的方法。
　　本书由宋伟、李凤舞、肖长江任主编；全书由朱艳英教授主审。
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若干现有教材和参考书，这里难以一一列出，仅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错误与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望从事大学物理教学的同仁和读者批评指正，编
者不胜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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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物理（上册）》是参照教育部非物理专业物理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会新制订的《理工科
非物理类专业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讨论稿）》的基本精神编写而成的。
在编写过程中吸收了国内外同类教材的优点，注意了与中学物理的衔接。
在确保基本要求的前提下，适当调整了教材结构体系和起点，更新了教学内容。
　　全书分为上、下册，上册包括力学、狭义相对论、振动和波动、波动光学；下册包括分子物理和
热力学、电磁学、近代物理。
各章均附有思考题、计算题及参考答案。
　　《大学物理（上册）》可作为高等学校理工科非物理类专业的教材，也可供文、理科有关专业选
用。
由于教材中内容叙述简明、清楚，亦适于自学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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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物体的运动速度远低于光速的条件下，牛顿的时空观还是能够近似地符合空间和时间客观性质
的。
在经典力学中不妨有条件地采用这种观点。
　　在量子理论中，粒子的状态是用概率波函数来描述的，因而并不满足相对论的时空要求，因此时
空观念还要进一步发展。
　　人们对空间和时间的认识是从量度开始的。
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物理学首先要求对时间和空间有合乎一定精确度的量度。
　　量度同类量大小的标准叫做计量单位。
理论上讲，人们可以任意选择客观自然物体作为计量标准，所选择的标准要求准确，并尽量排除外界
的影响。
下面介绍时间、空间的量度。
　　1.空间的量度 涉及长度、面积和体积。
其中长度的测量是最基本的。
　　任何长度的测量，都是通过与某一长度标准比较而进行的。
计量长度的标准单位是米，国际符号为m。
国际上对米的定义曾有过三次正式规定。
最初在1875年规定通过巴黎的地球子午线的四千万分之一为1m。
1889年第一届国际计量大会确认米为国际通用的长度单位，并按上述标准用铂铱合金（含铂90%、
铱10％）制成截面呈X形的棒作为国际米原器，将其安放在法国巴黎国际计量局的地下室内，各国都
保存有一支它的复制品。
此基准一直延用了71年，它的相对精度约为10-7。
1960年第十一届国际计量大会重新规定：1m等于氪-86原子的2plo和5ds能级之间跃迁辐射真空波长
的1650763.7 3倍的长度。
根据此定义，1m的相对精度为4×10-10。
根据光的电磁理论，光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是一个常量。
随着激光技术的发展，人们已能够相当精确地测定光在真空中传播的速度。
1983年10月第十七届国际计量大会正式通过米的新定义：米是光在真空中，在（1/299 792 458）s的时
间间隔内运行距离的长度。
这种新的米定义的特点是：把真空中的光速值作为一个固定不变的基本物理常量，光速值不再是一个
物理学中可测量的量，而是一个换算常数，长度测量可通过时间或频率的测量导出，从而使长度单位
和时间单位结合起来。
这种米的新定义具有复现方便和足够的精确度等明显的优点。
长度标准的改进反映了科学技术对空间测量精密度日益增长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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