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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规划教材:物理学(第3版)》是在2009年第2版的基础上，由北京、上海、辽宁等全
国十余所高等医药院校的专家教授参照教育部对高等医药院校物理学教学的基本要求，总结多年来教
学改革的经验，吸取了国内外相关教材的优点编写修订而成的第3版教材。同时还配有《物理学实验
》和《物理学习题指导》。《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规划教材:物理学(第3版)》共十三章，包括力学、热
力学、分子物理学、电磁学、声学、光学、原子物理学和量子物理学等内容。其主要特点是“少而精
”，在保持物理学基本理论的系统性的前提下，突出医药院校物理学的特色，注重物理学在医药学中
的应用，同时为学生学习其他专业课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规划教材:物理学(第3版)》可供全国高等医药院校医药学等各专业本科生使用，
也可作为成人教育，生命科学、卫生管理等相关专业以及医药工作者和爱好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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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3版前言第一章 刚体力学及物体的弹性第一节 刚体的转动一、刚体的平动与转动二、刚体定轴转动
的描述第二节 转动动能 转动惯量一、刚体的转动动能二、转动惯量三、质心坐标的确定四、平行轴
定理与垂直轴定理第三节 转动定律一、力矩二、转动定律第四节 角动量守恒定律一、角动量L二、角
动量定理三、角动量守恒定律第五节 陀螺的运动第六节 物体的弹性 骨材料的力学性质一、应变 应力 
弹性模量二、骨骼材料的力学性质小结习题一第二章 流体动力学基础第一节 理想流体的定常流动一
、理想流体二、定常流动三、定常流动的连续性方程第二节 伯努利方程第三节 伯努利方程的应用一
、水平管中压强与流速的关系二、均匀管中压强与高度的关系三、小孔处的流速第四节 黏性流体的流
动一、牛顿黏滞定律二、层流 湍流 雷诺数第五节 泊肃叶定律 斯托克斯定律一、泊肃叶定律二、斯托
克斯定律小结习题二第三章 分子物理学第一节 理想气体压强公式一、理想气体的微观模型二、理想
气体压强公式三、温度与分子平均平动动能的关系第二节 能量按自由度均分定理一、自由度二、能量
按自由度均分定理三、理想气体的内能第三节 液体的表面层现象一、液体的表面张力 表面能二、弯
曲液面的附加压强 气体栓塞三、表面吸附和表面活性物质 肺泡中的压强第四节 液体的附着层现象一
、浸润现象与不浸润现象二、毛细现象小结习题三第四章 热力学基础第一节 热力学的一些基本概念
一、热力学系统二、平衡态三、准静态平衡过程第二节 热力学第一定律一、热量与功二、热力学第一
定律第三节 热力学第一定律的应用一、等容过程二、等压过程三、等温过程四、绝热过程第四节 卡
诺循环 热机效率一、循环过程二、热机效率三、卡诺循环及其效率第五节 热力学第二定律一、热力
学第二定律二、可逆过程与不可逆过程三、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统计意义四、卡诺定理第六节 熵与熵增
加原理一、熵二、熵增加原理三、熵变的计算小结习题四第五章 静电场与生物电现象第一节 电场强
度一、库仑定律二、电场强度三、场强的计算第二节 静电场中的高斯定理一、电力线二、电通量三、
高斯定理第三节 电场力所做的功 电势一、电场力所做的功二、电势能与电势第四节 静电场中的电介
质一、电介质与电偶极子二、电介质的极化 电极化强度三、电介质中的电场 介电常数第五节 生物电
现象一、能斯脱方程二、静息电位 动作电位第六节 心电图波形成的基本原理一、电偶极子电场的电
位二、心电向量 心电向量环三、心电图波的形成小结习题五第六章 直流电路第一节 电流密度一、电
流强度二、电流密度第二节 一段含源电路的欧姆定律一、电动势二、一段含源电路的欧姆定律第三节
基尔霍夫定律一、基尔霍夫第一定律二、基尔霍夫第二定律第四节 惠斯通电桥第五节 电泳 电疗一、
电泳二、电疗小结习题六第七章 电磁现象第一节 电流的磁场一、磁场 磁感应强度二、磁通量 高斯定
理三、安培环路定理四、安培环路定理的应用第二节 磁场对运动电荷的作用一、洛伦兹力二、带电粒
子在均匀磁场中的运动三、霍尔效应四、质谱仪第三节 磁场对载流导体的作用一、安培力二、磁场对
载流线圈的作用三、磁矩在外磁场中的能量第四节 电磁感应定律一、电磁感应定律二、电磁感应的本
质第五节 生物磁 磁疗一、生物磁场二、磁场的生物效应三、磁场生物效应的医学应用小结习题七第
八章 机械振动与机械波第一节 简谐振动一、简谐振动 谐振方程二、谐振动的三要素三、简谐振动的
速度、加速度四、谐振动的能量五、两个同方向、同频率的简谐振动的合成六、两个方向相互垂直、
同频率的简谐振动的合成第二节 波动学基础一、概述二、简谐波三、波的能量四、波的吸收五、波的
特性第三节 声波一、声波二、声压 声强 声强级第四节 超声波 次声波一、超声波的性质二、超声波对
物质的作用三、超声波的产生四、超声波在医学上的应用五、次声波小结习题八第九章 波动光学第一
节 光一、可见光 单色光 白光二、介质中的光速 波长第二节 光的干涉一、相干光二、光程 光程差三、
分波阵面干涉四、分振幅干涉第三节 光的衍射一、光的衍射现象二、惠更斯-菲涅耳原理三、单缝衍
射四、圆孔衍射五、光栅衍射第四节 光的偏振一、自然光 偏振光二、起偏器 检偏器三、马吕斯定律
四、旋光性五、(旋光)糖量计第五节 光的吸收一、光的吸收二、吸收定律小结习题九第十章 几何光学
第一节 球面折射一、单球面折射二、共轴球面系统第二节 透镜一、薄透镜成像公式二、薄透镜的组
合三、非对称折射系统与柱面透镜第三节 眼屈光一、眼的结构二、眼的光学性质三、眼的调节四、眼
的分辨本领和视力五、眼的屈光不正及其矫正第四节 几何光学的医学应用一、放大镜二、光学显微镜
三、医用内镜小结习题十第十一章 量子物理基础第一节 热辐射一、辐射体的辐出度和吸收比二、基
尔霍夫辐射定律三、黑体辐射定律四、普朗克量子假说第二节 光电效应及康普顿效应一、光电效应二
、康普顿效应第三节 波粒二相性一、德布罗意波二、电子衍射实验第四节 不确定关系第五节 氢原子
光谱及玻尔理论一、氢原子光谱的规律性二、玻尔的氢原子理论第六节 四个量子数一、主量子数二、
角动量的量子化与角量子数三、空间量子化与磁量子数四、电子自旋量子化与自旋磁量子数第七节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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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光谱 分子光谱一、原子光谱二、分子光谱第八节 激光及应用一、激光产生的原理二、激光器三、
激光的特点四、激光在医药学上的应用小结习题十一第十二章 X射线第一节 X射线的基本性质一、电
离作用二、荧光作用三、贯穿作用四、光化学作用五、生物效应第二节 X射线的发生装置第三节 X射
线的硬度和强度第四节 X射线衍射一、X射线的波动性二、布拉格方程三、X射线摄谱仪第五节 X射线
谱一、连续X射线谱二、标识X射线谱第六节 X射线的衰减规律第七节 X射线在医学上的应用一、治疗
方面的应用二、药物分析方面的应用三、诊断方面的应用小结习题十二第十三章 原子核物理学基础第
一节 原子核的组成第二节 原子核放射性的衰变规律一、核衰变规律二、平均寿命三、半衰期四、放
射性活度第三节 辐射剂量与辐射防护一、辐射剂量二、辐射防护第四节 放射性核素在医学上的应用
一、治疗方面二、诊断方面第五节 核磁共振一、核磁共振的基本原理二、核磁共振在医药学上的应用
小结习题十三附录附录一 单位换算附录二 倍数或分数的词头名称及符号附录三 常用希腊字母的符号
及汉语译音附录四 常用物理常数附录五 微积分一、导数二、微分三、积分四、向量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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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V收尾=2/9η×r2（ρ1-ρ2）g （2-14） （2-14）式表明，当球状物体在黏性流体中
（如尘埃在空气中、血细胞在血浆中）下降时，沉降速度与重力加速度、小球与流体的密度差以及小
球半径的平方成正比，而与流体的黏度成反比。 （2-14）式被广泛应用于医药领域。例如，在药厂制
造液剂药物时，为了防止沉淀，需要设法尽可能减小溶液中颗粒的沉降速度。由（2-14）式可知，要
想降低沉降速度，可通过增加溶液的密度和减小颗粒的大小等办法实现。 对于悬浮液中的微粒，如血
浆中的血细胞、黏性液体中的生物大分子、胶粒等，由于微粒线度非常小，故沉降速度特别慢。因此
如果采用沉降方法把微粒从悬浮液中分离出来，时间长而且效果不佳，此时通常是将悬浮液放人高速
离心机，这样可以增加有效g值，根据斯托克斯定律，可以缩短分离时间，提高分离效果。 小结 （1）
理想流体：绝对不可压缩，完全没有黏性的流体。 （2）稳定流动：空间任意固定点的流速不随时间
变化的流动。 （3）流线：用来形象描述流体流动的速度在空间的分布的假想曲线，曲线上每一点的
切线方向都与流体流经该点的速度方向一致。 （4）流管：在稳定流动的流场中，由许多流线围成的
管状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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