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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是在第一版的基础上，根据在北京大学等院校多年的教学实践和读
者意见，依照新的教学基本要求，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出发进行修订的，在内
容方面充分体现了现代化的特色。
全书分力学和相对论、电磁学、光学、量子力学、热物理学五部分，总计30章，分上、下卷出版。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理科非物理类专业的物理教材，也可供其他专业的师生选用和社会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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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  从经典光学到现代光学光学（optics）是一门发展较早的学科，早期只限于研究与眼睛和视
觉有关的自然现象。
正因为眼睛接收了物体所发射、反射或散射的光（1ight），我们才能看到客观世界中的各种景象。
人们从物体成像的研究中形成了光线（1ightmy）的概念，并以光的直线传播性质为基础，总结出了光
的反射和折射的规律，逐步形成了几何光学（geometrical optics）。
到了17世纪，人们发明了望远镜和显微境，提出了两种关于光的本性的学说：牛顿的微粒说
（corpusculartheory）认为光是一股微粒流，惠更斯（C.Huygens，1629-1695）的波动说（undulatory
theory）认为光是机械振动在“以太”介质中的传播。
早在1666年，牛顿就研究了光的色散现象，用棱镜将太阳光分解为由红到紫的可见光谱。
1800年赫歇尔（J.F.w.Herschel，1738－1822）发现，在可见光谱的红端以外，还有能够产生热效应的部
分，称为红外线（infraredray）。
1802年里特（J.w.Ritter，1776－1810）和沃拉斯顿（W.H.Wollaston，1766-1828）发现，在可见光谱的
紫端以外，还有能够产生化学效应的部分，称为紫外线（ultraviolet ray）。
尽管红外线和紫外线都不能引起视觉，但可用一定的方法探测。
广义而言，光也包括红外线和紫外线。
19世纪以来，随着实验技术水平的提高，光的干涉、衍射和偏振等实验结果表明，光具有波动性，并
且光是横波，从而使光的波动说得到了普遍的承认。
19世纪后半叶，麦克斯韦提出了电磁波理论，并为赫兹的实验所证实，这时人们才认识到光是一定波
段的电磁波，从而形成了以电磁波理论为基础的波动光学（wave optics）。
到20世纪初，光学已发展成为研究从微波直到x射线的宽广波段范围内的电磁辐射的发生、传播、接收
和显示，以及与物质相互作用的学科。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基础物理学教程-(下卷)(第二版)>>

编辑推荐

《基础物理学教程(下)》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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