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学物理（上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大学物理（上册）>>

13位ISBN编号：9787560532868

10位ISBN编号：7560532861

出版时间：2010-1

出版时间：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作者：张学恭

页数：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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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册）>>

前言

　　物理学是研究物质的基本结构、相互作用和物质最基本最普遍的运动形式（机械运动、电磁运动
、热运动、微观粒子的运动等）及其相互转化规律的学科。
物理学的研究对象具有极大的普遍性，它的基本理论渗透于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应用于生产技术的
各个部门，是其他自然领域和工程技术发展的基础。
　　在人类追求真理、探索未知世界的过程中，物理学展现了一系列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地
影响着人类对物质世界的基本认识，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生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
石，在人才的科学素质培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物理学是一门基础学科，它是当代工程技术科学的主要支柱之一。
在许多科学技术领域和生产部门之中，都广泛地应用着物理学中的力学、热学、电磁学、振动、波动
、光学和近代物理等各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在高等理工科院校中，“大学物理”是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物理学在理工科学生的知识结构中具有奠基
的作用。
进入科学技术的任何一个领域，都必须通过物理学的大门。
　　本教材是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非物理类专业物理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于2004年12月制定的
非物理类理工学科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内容，结合编者数十年大学物理课程的教学经验，并参
考了国内现行的部分大学物理课程教材编写而成的。
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中将大学物理课程的教学内容分为A、B两类，其中A类为核心内容，是课
程的基本要求，B类为扩展内容。
本教材基本上是根据核心内容的要求编写的，也写入了少量的扩展内容。
本教材适用于主要以核心内容为教学要求的各类高等院校的工科专业和理科非物理专业的本科物理课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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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按照教育部高等学校非物理类专业物理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制定的理工科大学物理课程教
学基本要求编写，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中将教学内容分为A、B两类，其中A类为核心内容，是
课程的基本要求，B类为扩展内容。
本书基本上是根据核心内容的要求编写的，也加入了少量的扩展内容。
本书适用于主要以核心内容为教学要求的各类高等院校的工科专业和理科非物理专业的本科物理课程
。
全书共14章，分上、下册出版。
上册7章分别为质点的运动规律、运动的守恒定律、刚体的定轴转动、真空中的静电场、静电场中的
导体和电介质、稳恒磁场、电磁感应与电磁场；下册7章分别为气体动理论、热力学基础、机械振动
、机械波、波动光学、狭义相对论、量子物理基础。
每节后有思考题，每章后有习题，书后给出了习题答案，可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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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学恭，教授，1939年9月出生于河南安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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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退休。
现受聘于西安思源学院主管物理课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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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习题第5章  静电场中的导体和电介质  5.1  静电场中的导体  5.2  静电场中的电介质  5.3  导体的电容电
容器  5.4  电场的能量  习题第6章  稳恒磁场  6.1  基本磁现象  6.2  毕奥一萨伐尔定律  6.3  磁通量磁场的高
斯定理  6.4  安培环路定理  6.5  磁场对载流导线的作用  6.6  磁场对运动电荷的作用  6.7  磁介质中的磁场  
习题第7章  电磁感应与电磁场  7.1  电源的电动势  7.2  电磁感应的基本规律  7.3  动生电动势  7.4  感生电
动势有旋电场  7.5  自感和互感  7.6  磁场的能量  7.7  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与电磁波简介  习题习题答案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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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无限广阔的自然界，丰富多彩，存在着各种形态的物质。
一切物质都处于永恒的运动之中，自然界的一切现象都是物质运动的表现。
物质的运动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每一种运动形式都有其特有的规律。
　　物质运动的规律，在物理学中通常是由某些定律或理论来表述的。
而这些定律的表述，只有在定义了各种不同的物理量之后才会成为可能。
用来表述物理定律的物理量是构成物理学的基本要素，这些物理量可以确切地量度物质的属性和描述
物质运动的状态及其变化过程。
这些物理量通常都用确定的符号来表示。
每一门学科都有它自己的语言，这些语言是用各种图形、符号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组成的。
表示物理量的这些符号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组成了物理学语言的基本要素，这是首先必须掌握的
。
　　在研究物理问题时，一般都要先对物理现象进行观察和实验。
利用各种仪器去测定有关的物理量.每一个物理量都有一个规定的量度标准，称为该物理量的标准单
位.所谓量度，就是把一个待测的物理量同该物理量的标准单位进行比较，看它是标准单位的多少倍。
比如说一个房间的长度为5.30米，就是说它的长度为米尺长度的5.30倍。
每一个物理量的大小都必须有数值和单位共同来表述，才是完整的，才具有明确的意义。
　　我国采用国际单位制。
国际单位制的国际代号为SI，简称为国际制或SH制，它是国际上公认的最先进的单位制。
在国际单位制中，规定了长度、质量、时间、电流、热力学温度、物质的量和发光强度等七个物理量
作为基本量，它们的单位即为国际单位制的基本单位。
另外还规定了平面角和立体角两个量的单位为国际单位制的辅助单位。
其余物理量的单位，依据某些物理定律或定义，均可由基本单位导出，称为导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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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十一五”规划教材：大学物理（上册）》的内容紧紧围绕大学物理课程的基本要求，难度适
中，物理概念清晰，论述深入浅出。
书中概念的引入明确而完整，并有少量的技术应用和理论扩展，力求简明而不简单，深入而不深奥。
《“十一五”规划教材：大学物理（上册）》适用于主要以核心内容为教学要求的各类高等院校的工
科专业和理科非物理专业的本科物理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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