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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此书由编者授课的讲义整理而成。
前八章以阐述原子结构为中心内容，书中以关于光谱、电磁现象、x射线等方面的实验事实和有关规
律为依据，逐步揭示原子结构的情况。
第九章简单论述了分子结构，通过这一章的介绍，希望能扩大读者对原子实际存在状况的了解。
第三章“量子力学初步”介绍这方面的基本概念，并以简例说明量子力学处理问题的方法。
这样，在以后各章的论述中，可以引用这个理论的概念及其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结论，使讨论更切合微
观体系的规律。
进一步学习量子力学需要有足够的有关原子和分子的知识。
最后两章扼要地介绍了原子核和基本粒子的知识。
第十章内容大体是编者以前所编《原子核物理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65年出版）一书内容的
节要。
第十一章搜集新近资料对基本粒子作了简略的介绍。
为了不使这部分的篇幅过大，这两章没有包括实验方法的说明和数学推导，只用文字图表作介绍。
增加这两章的用意是，此书如果用作教材，而“原子物理”课之后不拟另设“原子核物理”（包括一
些基本粒子的知识）课程，这两章可以用作简略介绍这方面知识的参考资料，可供学生补充阅读之用
。
此书用作教材时，可按照课程的要求，对内容加以选择。
如果只要求一般理解的“原子物理”内容，而且学时较紧，可以用前九章或前八章的材料；或再斟酌
精减去一些，例如第六和第八两章的内容可以选取一部分；第九章也可以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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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以说明原子结构为中心，从光谱学、电磁学、X射线等方面的实验事实和总结出的规律
，汇总到原子结构的全貌，书中有“量子力学初步”一章，介绍阐述有关问题所需要的量子力学基本
概念，全书在环绕中心目标述及有关实验事实和规律时，也就便提到目前有些重要应用方面，如激光
原理、顺磁共振、X射线的衍射等，《原子物理学》最后两章分别对原子核和基本粒子作了简要的介
绍，各章均附有习题。
全书采用国际单位制。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物理专业的试用教材，也可供其他专业的有关教师学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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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冶金学等也有关系。
生物科学中引用原子物理学中的原理与技术的地方日益增加。
其他科学部门，不论是基础科学或应用科学，与原子物理学也有多方面的联系。
至于数学与物理学相互协作的关系更不用说了。
原子物理学在生产上所起的作用是具有基本性的，影响面也是广的；这不只是局部技术问题。
原子物理学研究的是物质微观结构，这是基本知识，把它用在生产上，影响必然是深而广的。
现在举一些具体例子。
各种电子器件都要用电子源，而电子的发射与发射物质的微观结构有关，所以研究发射电子的材料需
要原子物理学的知识。
广大范围的建设材料的性质的研究，如各种金属、磁性材料、半导体等也需要原子物理学的知识。
还有发光材料的研究，光谱分析方法在冶金技术上的应用，X射线在材料检验上的应用，光电管在自
动控制上的应用等等，都与原子物理学有关。
至于原子能和放射性的应用，即使其所依据的原子核物理学不作为原子物理学的一部分，但关于这方
面所用的测量方法以及设备的材料等问题上也要用到原子物理的知识。
总之，原子物理学与现代生产有广泛而密切的联系。
学习上应注意的几点原子物理学是研究微观体系的物理过程的，这里有一些概念与原理是以前的学习
中没有的。
为了能很好地接受初次遇到的概念，正确地理解这门学科中的一些原理，减少不必要的困难，我们特
别提出下列应注意的几点：（1）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物理学各部门的发展往往经过这样的步骤：
先在自然界中、生产过程中或科学实验中观察到一些事实。
为了要了解这些事实，就把观察到的现象进行分析，参考已有的科学知识，提出一个粗糙的假定。
如果这个假定能够简单地说明观察到的事实，或甚至与进一步的实验符合，就可以从这个假定出发推
究比较深入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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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原子物理学》在1987年国家教育委员会举办的全国优秀教材评选中获国家教委一等奖。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原子物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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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