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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适应高等院校工科相关专业对原子物理与量子力学知识的需求，并考虑到工科专业学时数的
限制，在认真探索了原子物理与量子力学知识和内容上的密切关系后，编者在多年工科教学实践的基
础上组织编写了本书。
本书共分11章，描述了近代物理中的主要实验事实，从经典物理理论中的矛盾分析人手，逐步引入量
子力学的概念并阐述量子力学理论，注重哲学思想、逻辑方法和应用能力的培养。
编写时，充分考虑了工科教学的特点和要求，力求结构层次分明，内容讲解清晰，知识体系完整，并
在各章节中安排了一些典型的例题和习题。
　　本书可作为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核工程与核技术专业、应用物理专业等各相关工科专业的本科
生教材，也可作为物理专业或其他相关专业的教学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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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从光的干涉现象到实物粒子的干涉现象实物粒子同时具有波动性，这是20世纪物理
学的一大发现。
在以前的经典物理学中，粒子和波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粒子存在于空间的某一个区域，与不连续性相联系，通常用体积、长度、能量和动量等物理量来描述
它的状态或状态的变化。
而波弥散于空间，与连续性相联系，通常用波长、频率、位相和强度等物理量来描述。
在解释物理现象时，粒子的观点总与波的观点相对立和排斥，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
18世纪中叶以前，牛顿关于光的粒子说还占据上风。
但18世纪以后，光的波动说却占了主导地位。
麦克斯韦的电磁场理论把光的波动理论统一起来，进一步巩固了波动说的地位。
然而，到了20世纪初，涉及光与物质相互作用的问题时，波动说的观点受到了冲击。
要正确解释黑体辐射、光电效应、康普顿效应等实验现象，光的粒子性又变得更具生命力。
爱因斯坦提出的光的粒子性和德布罗意提出的物质粒子的波动性都得到了实验证据的有力支持，从而
物质的波粒二象性得到了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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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原子物理与量子力学》：借鉴优秀教材特别是国外精品教材的写作思路和方法，图文并茂，活泼新
颖。
书中设置导人案例、阅读材料和应用案例等多种模块，并配备大量实物图和实景图，并辅以示意图进
行介绍，增强教材的可读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充分反映学科新理论、新技术、新材料和新工艺，体现最新教学改革成果，并将学科发展趋势和前沿
研究内容以阅读材料的方式介绍给学生，增强教材内容的延展性，有效拓展学生的知识面。
以学生就业所需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为着眼点，着重讲解应用型人才培养所需的技能。
理论讲解简单实用，重视实践环节，强化实际操作训练，培养学生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能力。
让学生学而有用，学而能用。
以学生为本，紧紧抓住学生专业学习的动力点，并充分考虑学生的认知过程，结合不同的工程实例深
入浅出地进行讲解，案例分析和习题设置注重启发性，强调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运用知识解决问题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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