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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上、下册，包括温度、热力学三定律及热力学函数的应用，相变及非平衡热力学。
同时把气体运动论作为统计物理的初步介绍。
本书分上、下册，包括普通物理的“热学”部分和四大力学的“热力学与统计物理”的主要内容，在
内容取舍上，避免重复，以满足教学学时缩短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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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热力学平衡态温度1.1　热现象的统计和热力学研究方法物体的冷热程度用物理量“温度”来
表示，物体的物理性质随温度的变化称热现象。
研究热现象有两种方法，即热力学和统计物理的方法。
热力学是宏观理论，它以实验上总结出的三个实验定律（热力学第一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和热力学
第三定律）为基础，研究物体的热现象，可得到物体宏观物理量之间的关系，并可讨论物理过程进行
的方向。
从热力学得到的结果是可靠的和普遍的，对一切物体都适用，它的缺点是不考虑物体的具体结构，因
而不能给出某物质的具体性质，同时对涨落现象也不能给出解释。
统计物理是微观理论，它从物质的微观结构出发，即物体由分子、原子或离子组成，并从这些粒子的
运动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用统计的方法得到物体的宏观性质（热性质），但对具体物体的微观结
构在计算中要作简化假定，得到的结果是近似的，必须与实验作比较。
所以两种方法各有其优缺点，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任何物体都由大量的分子、原子组成，如稀薄的气体在标准情况下每立方厘米有2.7×1019个分子，在
液体和固体中，每立方厘米有1022个粒子。
每个粒子（原子、分子或离子）都处于连续不断的无规则的运动中，此运动称为分子的热运动。
热运动与温度有关，温度越高分子的热运动越剧烈，平动动能越大。
布朗运动（微小的悬浮粒子在液体中的随机运动）和扩散现象都是此观点的实验基础。
如果我们假设物体中的每个粒子都遵守牛顿第二定律，解出每个粒子的运动方程，然后来求出物体的
宏观性质，如比热容或热导率，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
那么多方程靠现在的计算机无法完成，以后计算机发展了是否可能？
但这还不是原则上的困难，根本的困难在于力学规律是可逆的，而热学规律是不可逆的，如何从可逆
的规律导出不可逆的规律？
由大量微观粒子组成的系统的宏观性质，只能基于力学规律，借助于统计方法来研究。
把概率论用于被研究的系统的各种结构模型，基于等概率原理，能用统计方法求出宏观物理量的平均
值，如气体的分子热运动速度的平均值或能量的平均值、固体的比热容等，并能对热力学三个定律给
出统计解释，对涨落现象也给出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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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热学·热力学与统计物理(上册)》适合物理类学生以及其他需要物理知识较多的非物理专业的学生
使用。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热学 热力学与统计物理（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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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