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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物理学和力学 1.1发展着的物理学 （一）经典物理学与现代物理学 （二）微观世界 （三）宇宙
的早期演化 （四）非线性系统的复杂行为 1.2物理学科的特点 （一）物理学以实验为基础 （二）理想
模型 （三）物理学的思考 （四）物理学理论 （五）物理·技术和经济 1.3时间和长度的计量 （一）时
间的计量 （二）长度的计量 1.4单位制和量纲 （一）基本单位和导出单位 （二）国际单位制 （三）量
纲式 1.5数量级估计 1.6参考系·坐标系与时间坐标轴 （一）参考系和坐标系 （二）时间坐标轴 1.7力
学——学习物理学的开始 学习第一章的建议 思考题 第二章质点运动学 2.1质点的运动学方程 （一）质
点的位置矢量与运动学方程 （二）位移——位置矢量的增量 2.2瞬时速度矢量与瞬时加速度矢量 （一
）平均速度与瞬时速度 （二）平均加速度与瞬时加速度 2.3质点直线运动一一从坐标到速度和加速度 
（一）运动学方程 （二）速度和加速度 （三）匀速与匀变速直线运动 （四）宇宙年龄和大小的估计
·测量重力加速度 2.4质点直线运动一从加速度到速度和坐标 （一）从速度到运动学方程和位移 （二
）已知加速度求速度和运动学方程 2.5平面直角坐标系·抛体运动 （一）平面直角坐标系 （二）抛体
运动 （三）用矢量讨论抛体运动 2.6自然坐标·切向和法向加速度 （一）自然坐标 （二）速度·法向
和切向加速度 2.7极坐标系·径向速度与横向速度 （一）极坐标系 （二）径向速度与横向速度 2.8伽利
略变换 （一）伽利略变换 （二）伽利略变换蕴含的时空观 （三）伽利略速度变换关系 （四）加速度
对伽利略变换为不变量 思考题 习题 选读材料 [选读2.1]伽利略小传 [选读2.2]伽利略与匀变速直线运动 
第三章动量·牛顿运动定律·动量守恒定律 3.1牛顿第一定律和惯性参考系 3.2惯性质量和动量 （一）
惯性质量 （二）动量·动量变化率和力 （三）牛顿运动定律 （四）伽利略的相对性原理 3.3主动力和
被动力 （一）主动力 （二）被动力或约束力 3.4 牛顿运动定律的应用 （一）质点的直线运动 （二）变
力作用下的直线运动 （三）质点的曲线运动 （四）质点的平衡 3.5 非惯性系中的动力学 （一）直线加
速参考系中的惯性力 （二）离心惯性力 （三）科里奥利力 3.6 用冲量表述的动量定理 （一）力的冲量 
（二）用冲量表述的动量定理 3.7 质点系动量定理和质心运动定理 （一）质点系动量定理 （二）质心
运动定理 （三）质点系相对于质心系的动量 3.8动量守恒定律 （一）质点系动量守恒定律 （二）动量
沿某一坐标轴的投影守恒 3.9 火箭的运动 思考题 习题 选读材料 [选读3.1] 关于牛顿和他的运动定律 [选
读3.2] （3.2.2）式的进一步论证 第四章动能和势能 4.1 能量——另一个守恒量 4.2 力的元功·用线积分
表示功 （一）力的元功和功率 （二）利用不同坐标系表示元功 （三）力在有限路径上的功 4.3 质点和
质点系动能定理 （一）质点的动能定理 （二）质点系内力的功 （三）质点系的动能定理 4.4 保守力与
非保守力·势能 （一）力场 （二）保守力与非保守力 （三）势能 （四）势能是物体相对位置的函数
4.5 功能原理和机械能守恒定律 （一）质点系的功能原理 （二）质点系的机械能守恒定律 4.6对心碰撞 
（一）关于对心碰撞的基本公式 （二）完全弹性碰撞·查德威克发现中子 （三）完全非弹性碰撞 （
四）非完全弹性碰撞 4.7非对心碰撞 4.8 质心参考系的运用·粒子的对撞 思考题 习题 选读材料 质点平
衡的稳定性 第五章角动量·关于对称性 5.1 质点的角动量 （一）质点的角动量 （二）力对一参考点的
力矩 （三）质点对参考点的角动量定理和守恒定律 （四）质点对轴的角动量定理和守恒定律 5.2 质点
系的角动量定理及角动量守恒定律 （一）质点系对参考点的角动量定理及守恒律 （二）质点系对轴
的角动量定理及守恒律 5.3 质点系对质心的角动量定理和守恒定律 5.4 对称性·对称性与守恒律 （一）
关于对称性 （二）守恒律与对称性 ⋯⋯ 第六章万有引力定律 第七章刚体力学 第八章弹性体的应力和
应变 第九章振动 第十章波动和声 第十一章流体力学 第十二章相对论简介 数学知识 习题答案 附录Ⅰ
名词索引 附录Ⅱ人名索引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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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对牛顿运动定律的另一条限制是量子现象，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研究黑体辐
射、光电效应、原子光谱和原子的稳定性等问题时发现，许多现象和经典物理学的结论是矛盾的，这
些有关物质结构和能量不连续的现象叫作量子现象，1923年至1927年间，建立起量子力学，在这方面
作出重要贡献的有普朗克、爱因斯坦、玻恩、海森伯、狄拉克和薛定谔，量子力学中，出现了与经典
观念完全不同的新观念，例如，在经典物理中，粒子性和波动性是截然分开的，但量子力学认为，实
体粒子既表现出粒子性又表现出波动性，在一定条件下，粒子性是主要的，在另一些条件下。波动性
却明显地表现出来，又如，经典力学认为，粒子的能最和角动量有连续的数值，但量子力学则得出粒
子能量和角动量取分立数值的结论，再有，在经典力学中，粒子同时具有确定的坐标和动量，因此按
照确定的轨道运动，但在量子力学，速度和坐标不可能同时确定，经典力学用动量或坐标等力学量描
写粒子的运动状态，量子力学是用“波函数”和“垦子数”这类量去描写状态的。 量子力学规律的适
用范围更为广泛，而经典力学也成为这种更广泛理论的极限情况，在量子力学中可以证明，当粒子的
能量比较大且作用于粒子的力场的变化比较缓慢时，则量子力学的运动方程趋近于经典力学的规律，
“经典力学不适用于微观粒子”的说法是不妥当的，一般说来，讨论微观粒子的运动要用到量子力学
，但如粒子的运动符合方才提出的条件，则仍然可以运用经典力学去描述它的运动，我们在量子力学
和经典力学之间可以找到一个常量，用它来标志在怎样的情况下可以运用经典力学和在怎样的情况下
应该考虑用量子力学，这个常量即前文提及的普朗克常量h—6.626×10—34 J·s，这是物理学中的基本
常量之一，它具有[能量]×[时间]、[动量]×[长度]或[角动量]这样的量纲，如果表征粒子运动的上述
这些量远远大于普朗克常量，则量子现象可不考虑，即可应用经典力学；若该量与普朗克常量可以比
拟，则需考虑用量子力学。

Page 4



《普通物理学教程力学》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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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第三版和第二版一模一样，没有任何改动。印刷甚至还不如第二版，除了贵了7元多钱。不知道为
什么叫第三版，其实就是第二版么。其实，这本书内容还是不错的，就是不该没有任何改动就称为第
三版，纯属假的。
2、帮同事买的，刚开始那本中间有印刷错误，不过换货也不麻烦！快递速度很快！
3、想蹭课？！没有一本书是不行的！书的质量很好的！
4、没任何改动，纯属忽悠，印刷质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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