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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物理教程（上册）》

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院校"十二五"规划教材:大学物理教程(下册)》在编写中力求体现以下特点：1.适当调整教材
结构体系。《普通高等院校"十二五"规划教材:大学物理教程(下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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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等院校"十二五"规划教材:大学物理教程(下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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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等院校"十二五"规划教材:大学物理教程(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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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等院校"十二五"规划教材:大学物理教程(下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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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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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十一章 气体动理论    第一节  气体动理论的基本概念    第二节  气体的状态参量平衡态与平衡过程     
第三节  理想气体的压强公式和温度公式    第四节  能量按自由度均分原理    第五节  麦克斯韦速率分布
律    第六节  分子的碰撞和平均自由程    习题 第十二章 热力学基础    第一节  功热量内能热力学第一定
律一    第二节  理想气体的等值过程与摩尔热容    第三节  绝热过程与多方过程    第四节  循环过程卡诺
循环     第五节  热力学第二定律    习题第十三章 真空中的静电场    第一节  物质的电结构电荷电荷守恒
定律     第二节  库仑定律电场电场强度    第三节  场强叠加原理场强的计算    第四节  电场线电通量高斯
定理及其应用    第五节  静电场的环路定理电势    第六节  等势面电场强度与电势的关系     习题第十四
章 静电场中的导体和电介质      第一节  静电场中的导体     第二节  静电场中的电介质有介质时的高斯定
理    第三节  电容电容器    第四节  静电场的能量    习题第十五章 真空中的稳恒磁场     第一节  磁场磁感
应强度磁通量    第二节  毕奥一萨伐尔一拉普拉斯定律    第三节  运动电荷的磁场    第四节  安培环路定
理    第五节  磁场对运动电荷的作用    第六节  磁场对载流导线的作用     第七节  磁场对载流线圈的作用  
 第八节  磁力的功    习题 第十六章 磁介质    第一节  磁介质的磁化磁化强度矢量    第二节  磁场强度有磁
介质时的安培环路定理    第三节  铁磁质    习题第十七章 电磁感应    第一节  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第二
节  动生电动势和感生电动势    第三节  自感和互感    第四节  磁场的能量    第五节  暂态过程    习题第十
八章 电磁场与电磁波    第一节  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的基本概念    第二节  电磁波-    第三节  振荡电路赫
兹实验    第四节  电磁波谱    习题第十九章 光的量子性    第一节  热辐射绝对黑体    第二节  普朗克量子
假说普朗克公式     第三节  光电效应    第四节  光子爱因斯坦方程     第五节  康普顿效应光的波粒二象性 
  习题    第二十章 微观世界的图像    第一节  氢原子光谱的规律    第二节  玻尔的氢原子理论    第三节  实
物粒子的波粒二象性    第四节  不确定关系    习题第二十一章 量子力学初步    第一节  波函数    第二节  
薛定谔方程    第三节  一维无限深势阱     第四节  一维势垒隧道效应    第五节  氢原子问题的量子力学处
理     第六节  电子的自旋     第七节  多电子原子系统元素周期表    习题第二十二章 激光及其应用    第一
节  受激吸收受激辐射和自发辐射    第二节  激光的形成    第三节  常用激光器简介    第四节  激光的特性
及其应用    习题 附录A  常用物理量附录B  习题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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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物理教程（上册）》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二节气体的状态参量 平衡态与平衡过程 一、气体的状态参量 在力学中研究质点
的机械运动时，是用位置矢量和速度来描述质点的运动状态。而对于气体，位置矢量和速度只能用来
描述分子的运动状态，不能描述整个气体的状态。对于由大量分子组成的一定量的气体，其状态可用
气体的体积V、压强P和温度T来描述。所以气体的体积、压强和温度这三个物理量叫做气体的状态参
量。从气体动理论的观点来看，气体的体积是指分子无规则热运动所能达到的空间，与气体分子本身
体积的总和是完全不同的。气体的压强是气体作用在容器器壁单位面积上的正压力，是气体对器壁碰
撞的宏观表现，下一节将从气体动理论的观点阐述气体压强的本质。气体的温度是气体冷热程度的量
度，后面将阐述温度与表征大量气体分子热运动激烈程度的物理量——平均平动动能之间的关系。 应
该指出，气体的体积、压强和温度是描述大量分子热运动集体特征的物理量，它们都是宏观量。而组
成气体的分子都具有各自的质量、速度、体积等，这些描述个别分子运动的物理量称为微观量。气体
动理论就是根据所建立的气体分子模型，用统计方法研究气体宏观现象的微观本质，建立宏观量与微
观量平均值之间的关系。 二、平衡态与平衡过程 与经典力学中的隔离体方法相类似，在热力学中也
常把研究对象分离出来，称为热力学系统。系统以外的物质称为环境，也称外界。可以直接研究系统
的状态，也可以通过系统与外界的相互作用来研究系统状态的变化。 把一定量的气体装在一给定体积
的容器中，此容器中的气体看作热力学系统，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系统中各部分气体的压强P相等、
温度T相同，单位体积中的分子数（即分子数密度）n亦相同。此时气体的三个状态参量都具有确定的
值。如果系统中的气体与外界没有能量交换，气体分子的能量也没有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能量，则气体
的状态参量将不随时间而变化，这样的状态叫做平衡状态，简称平衡态。应该指出，系统中的气体总
不可避免地与外界发生程度不同的能量交换，理想化了的平衡态是难以存在的。然而，若气体状态的
变化很小，以致可以略去不计时，就可以把气体的状态近似看成平衡态。本章所讨论的气体状态，除
特别指明外，指的都是平衡态。还应该指明的是，热力学的平衡态与力学的平衡态不同。处于平衡态
的热力学系统的宏观性质不随时间变化，但其内部分子却在不停地作无规则热运动，所以热力学平衡
态又叫做热动平衡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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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物理教程（上册）》

编辑推荐

肖长江和宋伟主编的《大学物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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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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