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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科基础物理学（上）》根据教学基本要求，选择了除“几何光学”之外的所有A类知识点。
考虑到物理学的成熟（完善）、系统和发展，本教材仍以物理学系统分类，以经典物理内容（力、热
、电磁、光）为主线，阐述物理概念、方法、工具和发展。
但是，如果我们只讲传统不讲现代，只讲线性不讲非线性，只讲内容不分层次，那么就体现不出物理
的发展和时代的需要。
因此，强化近、现代物理内容，特别是强化非线性物理的内容变得非常重要，这部分内容在《工科基
础物理学（上）》中既独立成章（第16章），又穿插于经典之中（第5、14章）。
这样做可以保证学时的“弹性”，如学时较多，可以全面介绍非线性（第16章）；学时不足，只要在
相应章节中选讲非线性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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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运动的种类　　自然界中物质的运动形式包括机械运动、分子热运动、电磁运动、原子和原子
核运动以及其他微观粒子运动等。
其中机械运动是最常见和最基本的物质运动形式。
所谓机械运动是指物体间或物体内各部分之间相对位置的变动。
在力学中常将机械运动简称为运动。
力学就是研究物体的机械运动规律的。
因为实际物体有大小和形状，所以它的运动比较复杂，一般可分为平动、转动和振动。
本章从最简单的平动开始。
所谓平动是指物体的运动只有整体位置的移动，即物体上各点的运动轨迹的形状完全相同，这时可用
物体上任一点的运动代表整个物体的运动，即可把整个物体当作一个有质量的点，这样的物体称为质
点。
质点是宏观物体的一种最简单的理想模型，研究质点的运动是研究物体复杂运动的基础。
一般情况下，物体各部分的运动并不相同，研究这些物体的运动时不能把它们视为质点，但我们可把
整个物体看成是由许多质点组成，通过分析这许多质点的运动就可以弄清楚整个物体的运动。
　　本章介绍质点运动学，即研究对质点机械运动的描述，主要内容是用矢量代数和微积分知识讨论
质点运动的状态和状态的变化，暂不追究质点运动的原因。
　　1-2质点运动的描述　　1-2-1参照物和坐标系　　经验告诉我们，运动具有绝对性和相对性。
绝对性是指自然界中所有物体均处于永恒不息的运动之中，绝对静止的物体是没有的；相对性是指在
观察一个物体的运动时必须参考其他物体，参考不同的物体，同一物体的运动会表现为不同的形式，
这也叫运动描述的相对性。
“坐地日行八万里”就是这个意思。
　　为描述一个物体的运动而选作参考的另一物体或一组相对静止的物体称为参考系。
所有物体都有被选作参考系的同等地位，即参考系的选择具有任意性，只是同一物体的运动相对不同
的参考系而言其运动情况的描述不一样。
比如在匀速行驶的轮船中竖直上抛一个小球，在轮船中看小球的运动轨迹是一条直线，而在地面上看
则是一条抛物线。
因此，当我们描述一个物体的运动时，必须指明是对什么参考系而言的。
例如在讨论地面上物体的运动时，我们常用固定在地面上的一些物体，如树木或房屋等作参考系，这
样的参考系叫地面参考系。
在讨论船、车中的物体的运动时，常以船、车作为参考系。
在讨论人造卫星的运动时，为了方便我们常以地心作为参考系。
在讨论行星的运动时，又常采用日心作为参考系。
　　对于故事中的楚国人，他所选取的参照物是行走的船（假设船匀速行驶），若我们把宝剑落水时
的位置作为坐标系原点，同时不考虑空气以及水对宝剑的阻力，那么在宝剑离开船到落在水底这段时
间内就是一个自由落体运动，在他所选取的坐标系中，宝剑就不会发生水平方向的位移，因此，他在
船上刻下记号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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