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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997年3月《基础物理学》及其后的《基础物理学教程》出版以来，经过八年的教学实践，感到有必
要对全书进行修订。
首先，纠正了一些错误或不准确的叙述。
其次，部分内容用小号字体排版并打上星号，在教学过程中可以略去不讲。
同时，调整了部分内容的顺序，进一步删减了部分涉及数学较深或理论性较强的内容，减少了篇幅。
最后，对于较抽象的内容增加了物理图像的叙述，并增加了必要的数学知识附录，以适应低年级大学
生的要求。
参照教育部高等学校物理学与天文学教学指导委员会颁发的《非物理类理工学科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基
本要求》，本教材增补了几何光学的基础知识内容。
在确保基本要求的基础上，本教材强调了量子物理（包括量子统计）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加了从物理
前沿进展中提炼出来的部分基础物理内容，希望非物理类理工学科的大学生也能有扎实的物理基础来
面对飞速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的挑战。
经验表明，理工学科大学生要学好本教材的内容，只要求具有大学高等数学的基础，并不要求系统掌
握数学物理方法的内容。
本课程最好安排在大学一年级下学期以后。
教师针对学生的具体情况，提出分层次的恰当的要求，启发和引导学生掌握基本内容和基本方法，着
眼于理解物理内涵是十分重要的。
实际上，本教材包括了要求大学生掌握、理解和了解的三个层次的内容。
在本书的编写和修订过程中，本人阅读了国内外许多同类教材以及相关杂志的文章，受益匪浅。
特别是，许多老师和同学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北京大学薛立新同志、高等教育出版社刘伟、王文颖和
陈钧元同志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在此谨致以衷心的感谢。
由于本人的学识有限，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诚恳地希望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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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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带正电的质子之间存在着很大的静电排斥相互作用，但短程的强相互作用（strong
interaction）可以使原子核牢固地保持为一个整体。
另一种短程相互作用是弱相互作用（weak interaction），它引起粒子之间的某些过程，例如原子的放射
性衰变以及中子等各种粒子的衰变。
引力相互作用（grvitafionalinteraction）虽是最弱的一种，但它在宇宙演化过程中却起了主要的作用。
在宏观物体之间所能观测到的，只有长程的电磁相互作用和引力相互作用。
在物理学的发展过程中，最初人们认为粒子（Particle）是物质（matter）存在的基本形式，粒子在空间
占有一定的有限体积。
为了描述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人们引进了场（field）的概念，例如电磁场和引力场等。
场是充满全空间的，没有不可入性。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逐渐发现，场与粒子一样具有能量和动量，也具有不连续的微观结构。
因此，人们就把粒子和场看成是物质存在的两种基本形式。
现在，量子场论明确指出，在物质存在的两种基本形式中，场是更基本的。
量子场论所给出的新的基本物理图像是：每种粒子对应于一种场，对应于各种不同粒子的场互相重叠
地充满全空间；所有的场都处于基态时为物理真空；场的激发状态表现为出现相应的粒子，互为复共
轭的两种激发状态表现为粒子和反粒子（antiparticle）互换的两种物理状态；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自
场之间的相互作用。
按照量子场论，所有的基本相互作用都是通过在相互作用着的粒子之间交换某种粒子来传递的，这些
媒介粒子统称为规范玻色子（gauge boson）。
例如，光子（photon）是传递电磁相互作用的媒介粒子，1983年发现的w+、W-和z0中间玻色子
（intermediate boson）是传递弱相互作用的媒介粒子。
量子色动力学预言，强相互作用的原始媒介粒子是八种胶子，它们在夸克之间所传递的原始相互作用
称为色相互作用（color interaction）。
实验上已经得到胶子存在的证据，胶子的静质量为零，像光子一样，但是鉴于夸克禁闭，色相互作用
的作用距离不超过强子的尺度。
应该强调，在实验上所观测到的在复合粒子——强子之间的所谓强相互作用，是色相互作用的剩余相
互作用（residualinteraction），是由介子来传递的。
此外，理论还预言了传递引力相互作用的媒介粒子是引力子，但迄今为止在实验上还没有观测到。
1967年，温伯格（S。
Weinberg，1933一）和萨拉姆（A。
Salam，1926一）在格拉肖（S.L.Glashow，1932-）理论的基础上，先后提出了电磁相互作用和弱相互作
用统一的规范理论-一电弱统一理论（electro-weak unified theory）。
它的两个重要的预言，即中性弱流的存在以及三个中间玻色子的质量，都已得到了实验的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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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基础物理学教程(上)》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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