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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科目代码：835

科目名称：普通物理（力学、电磁学）

考纲说明：攻读理论物理、凝聚态物理、光学专业学位入学考试普通物理科目考

试内容包括力学、电磁学两门物理学科基础课程，要求考生系统掌握相关学科的

基本知识、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并能运用相关理论和方法分析、解决物理实际

问题。

力学

考查目标

1. 系统掌握力学的基本现象、基本概念和基本规律，并能灵活加以运用的能力；

2. 了解物理学的研究方法，掌握运用高等数学和矢量运算工具解决力学问题；

3. 能够运用力学中的基本理论解决综合问题，以保证被录取者进一步学习更高

层次课程时具有较扎实的物理基础。

考查范围

第二章 质点运动学

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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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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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质点直线运动——从坐标到速度和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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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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举例

第四节 质点直线运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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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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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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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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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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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度在伽利略变换下为不变量

第三章 动量·牛顿运动定律·动量守恒定律

第一节 牛顿第一定律和惯性参照系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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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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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主动力和被动力

一、主动力

二、被动力或约束力

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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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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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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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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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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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动能和势能

第一节 能量——另一个守恒量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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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质点和质点系动能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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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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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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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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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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节 非对心碰撞

第八节 质心参考系·粒子的对撞

第五章 角动量·关于对称性

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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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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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质点系对质心的角动量定理和守恒定律

第四节 对称性·对称性与守恒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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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对称性

二、守恒律与对称性

第五节 经典动力学的适用范围

第六章 万有引力定律

第一节 开普勒定律

第二节 万有引力定律·引力质量与惯性质量

一、万有引力定律

二、引力质量与惯性质量

三、引力常量的测量

四、地球自转对重量的影响

五、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适用范围

第三节 引力势能

第七章 刚体力学

第一节 刚体运动的描述

一、刚体的平动

二、刚体绕固定轴的转动

三、角速度矢量

四、刚体的平面运动

第二节 刚体的动量和质心运动定理

一、刚体的质心

二、刚体的动量与质心运动定理

第三节 刚体定轴转动的角动量·转动惯量

一、刚体定轴转动对轴上一点的角动量

二、刚体对一定转轴的转动惯量

三、刚体定轴转动的角动量定理和转动定理

四、刚体的重心

五、典型的例子

第四节 刚体定轴转动的动能定理

一、力矩的功



６

二、刚体定轴转动的转动定理

三、刚体的重力势能

第五节 刚体平面运动的动力学

一、刚体平面运动的基本动力学方程

二、作用于刚体上的力

三、刚体平面运动的动能

第六节 刚体的平衡

一、刚体的平衡方程

二、杆的受力特点

第七节 自转与进动

一、常平架回转仪

二、回转仪的进动

三、地球的进动与章动

第八章 振动

第一节 简谐振动的动力学特征

第二节 简谐振动的动力学

一、简谐振动的运动学方程

二、简谐振动的 x-t 图和相轨迹

三、简谐振动的矢量表示法

第三节 简谐振动的能量转化

第四节 简谐振动的合成

一、同方向同频率简谐振动的合成

二、同方向不同频率简谐振动的合成

三、互相垂直相同频率简谐振动的合成

四、互相垂直不同频率简谐振动的合成·李萨如图形

第六节 阻尼振动

第七节 受迫振动

一、受迫振动的动力学方程

二、受迫振动的运动特征



７

三、位移共振

四、受迫振动的能量转化

第九章 波动和声

第一节 波的基本概念

一、波是振动状态的传播

二、多种多样的波

三、平面波与球面波

第二节 平面简谐波方程

一、平面简谐波方程

二、平面简谐波方程的多种形式

第三节 波动方程与波速

一、波动方程

二、波速·色散现象

第四节 平均能流密度·声强与声压

一、介质中波的能量分布

二、平均能流密度

三、声强与声强级

四、声压·声强和声压的关系

五、声波的衰减·超声波的优势

六、波的反射和透射·半波损失

第九节 波的叠加和干涉·驻波

一、波的叠加·群速

二、波的干涉

三、驻波

四、弦与空气柱的本征振动

第六节 多普勒效应

一、波源静止而观察者运动

二、观察者静止而波源运动

三、观察者和波源在同一条直线上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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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学

考查目标

1. 全面地、系统地掌握电磁运动的基本现象、基本概念和基本规律；

2. 了解电磁学发展史上某些重大发现和发明过程中的物理思想和实验方法；了

解电磁学的最新进展和其他学科的关系等，培养学生热爱物理、热爱科学的精神；

3. 能够运用电磁学中的基本定理、定律解决电磁场中的综合问题，为进一步要

学习后继课程打下良好的基础。

考查范围

第一章 静电场的基本定律

第一节 电荷

第二节 库仑定律

一、库仑定律

二、电荷的单位

三、库仑定律的矢量形式

四、叠加原理

第三节 静电场

一、电场强度

二、电场强度的计算

第四节 高斯定理

一、E通量

二、高斯定理

三、用高斯定理求电场强度

第五节 电场线

一、电场线

二、电场线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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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电势

一、静电场的环路定理

二、电势和电势差

三、电势的计算

四、等势面

五、电势与电场强度的微分关系

第二章 有导体时的静电场

第一节 静电场中的导体

一、静电平衡

二、带电导体所受的静电力

三、孤立导体形状对电荷分布的影响

四、导体平衡问题的讨论方法

五、平行板导体组例题

第二节 封闭金属壳内外的静电场

一、壳内空间的场

二、壳外空间的场

三、范德格拉夫起电机

第三节 电容器及其电容

一、孤立导体的电容

二、电容器及其电容

三、电容器的联接

第四节 静电演示仪器

一、感应起电机

二、静电计

第五节 带电体系的静电能

一、带电体系的静电能

二、电容器的静电能

第三章 静电场中的电介质

第一节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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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偶极子

一、电介质与偶极子

二、偶极子在外电场中所受的力矩

三、偶极子激发的静电场

第三节 电介质的极化

一、位移极化和取向极化

二、极化强度

三、极化强度与电场强度的关系

第四节 极化电荷

一、极化电荷

二、极化电荷体密度与极化强度的关系

三、极化电荷面密度与极化强度的关系

第五节 有电介质时的高斯定理

一、电位移，有电介质时的高斯定理

第六节 有电介质时的静电场方程

一、静电场方程

第七节 电场的能量

第四章 恒定电流和电路

第一节 恒定电流

第二节 直流电路

一、电路

二、直流电路

第三节 欧姆定律和焦耳定律

一、欧姆定律，电阻

二、电阻率

三、欧姆定律的微分形式

四、焦耳定律

第四节 电源和电动势

一、非静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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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动势，一段含源电路的欧姆定律

三、电动势的测量，电势差计

四、导线表面的电荷分布

五、直流电路的能量转换

第五节 基尔霍夫方程组

一、基尔霍夫第一方程组

二、基尔霍夫第二方程组

三、用基尔霍夫方程组解题举例

第五章 恒定电流的磁场

第一节 磁现象及其与电现象的联系

第二节 毕奥—萨伐尔定律

一、毕奥—萨伐尔定律

二、直长载流导线的磁场

三、圆形载流导线的磁场

四、载流螺线管轴线上的磁场

第三节 磁场的高斯定理

第四节 安培环路定理

一、安培环路定理

二、无限长圆柱形均匀载流导线的磁场

三、无限长载流螺线管的磁场

四、载流螺绕环的磁场

五、均匀载流无限大平面的磁场

第五节 带电粒子在电磁场中的运动

一、带电粒子在均匀恒定磁场中的运动

二、磁聚焦

三、回旋加速器

四、汤姆孙实验—电子荷质比的测定

五、霍尔效应

第六节 磁场对载流导体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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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培力公式

二、载流线圈在均匀外磁场中的安培力矩

三、磁电式电流计原理

第七节 用磁矩表示载流线圈的磁场，磁偶极子

第六章 电磁感应与暂态过程

第一节 电磁感应

一、电磁感应现象

二、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第二节 楞次定律

一、楞次定律的两种表述

二、考虑了楞次定律的法拉第定律表达式

第三节 动生电动势

一、动生电动势与洛伦兹力

二、动生电动势的计算

三、交流发电机

第四节 感生电动势和感生电场

一、感生电动势和感生电场

二、既有磁场又有电场时的洛伦兹力公式

三、感生电场的性质

四、螺线管磁场变化引起的感生电场

五、电子感应加速器

第五节 自感

一、自感现象

二、自感

第六节 互感

一、互感现象和互感系数

二、互感线圈的串联

第十一节 磁能

一、自感线圈的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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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互感线圈的磁能

第七章 磁介质

第一节 磁介质存在时静磁场的基本规律

一、磁介质的磁化，磁化强度

二、磁化电流

三、磁场强度 H，有磁介质时的环路定理

四、静磁场与静电场方程的对比

第二节 顺磁性与抗磁性

一、顺磁性

二、抗磁性

第三节 铁磁性与铁磁质

一、铁磁质的磁化性能

二、铁磁质的分类和应用

三、铁磁性的起因

第五节 磁路及其计算

一、磁路

二、磁路定律与磁路计算

三、铁磁屏蔽

第六节 磁场的能量

第九章 时变电磁场和电磁波

第一节 位移电流与麦克斯韦方程组

第二节 平面电磁波

第三节 电磁场的能量密度和能流密度

第四节 电偶极辐射与赫兹实验

一、电偶极辐射

二、赫兹实验

三、电磁波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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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书目（所列参考书目仅供参考）

1.漆安慎主编：《力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

2.梁灿彬主编：《电磁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