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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部《大学物理学》（第三版）含力学篇、热学篇、电磁学篇、光学篇和量子物理篇，共5篇。
按照篇章的组织顺序，本套教材又分为两个版本，称为A版和B版。
A版分为3册，第1册为《力学、热学》，第2册为《电磁学》（或《基于相对论的电磁学》，二选其一
），第3册为《光学、量子物理》。
B版分为2册，第1册为《力学、电磁学》，第2册为《热学、光学、量子物理》。
读者可根据实际教学和学习的需要，选择使用A版或B版；其中A版中的第2册又分为两个版本——《电
磁学》或《基于相对论的电磁学》，选用A版的读者可选择其中一个版本使用。
本册为B版的第2册《热学、光学、量子物理》。
《大学物理学》自第一版与第二版问世以来，已被多所院校用作教材。
根据使用过此书的教师与学生以及其他读者的反映，也考虑到近几年物理教学的发展动向，《大学物
理学》推出第三版。
第三版内容的撰写与修改仍延续了第二版的科学性和系统性的特点，保持了原有的体系和风格，并在
第二版的基础上，增加、拓宽了一些内容。
《大学物理学》内容完全涵盖了2006年我国教育部发布的“非物理类理工学科大学物理课程基本要求
”。
书中各篇对物理学的基本概念与规律进行了正确明晰的讲解。
讲解基本上都是以最基本的规律和概念为基础，推演出相应的概念与规律。
笔者认为，在教学上应用这种演绎逻辑更便于学生从整体上理解和掌握物理课程的内容。
力学篇是以牛顿定律为基础展开的。
除了直接应用牛顿定律对问题进行动力学分析外，还引入了动量、角动量、能量等概念，并着重讲解
相应的守恒定律及其应用。
除惯性系外，还介绍了利用非惯性系解题的基本思路，刚体的转动、振动、波动这三章内容都是上述
基本概念和定律对于特殊系统的应用。
狭义相对论的讲解以两条基本假设为基础，从同时性的相对性这一“关键的和革命的”（杨振宁语）
概念出发，逐渐展开得出各个重要结论。
这种讲解可以比较自然地使学生从物理上而不只是从数学上弄懂狭义相对论的基本结论。
电磁学篇按照传统讲法，讲述电磁学的基本理论，包括静止和运动电荷的电场，运动电荷和电流的磁
场，介质中的电场和磁场，电磁感应，电磁波等。
电磁学的讲述未止于麦克斯韦方程组，而是继续讲述了电磁波的发射机制及其传播特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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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张三慧编著的《大学物理学》(第三版)中的《热学、光学、量子
物理》分册。
热学部分包括温度和气体动理论，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
光 学部分在讲了波动光学的光的干涉、衍射、偏振等规律之后，也讲了几何光
学的基本知识。
量子物理部分包括微观粒子的二象性、薛定谔方程(定态)、
原子中的电子能态、分子的结构和能级、固体中电子的能态、量子统计的基 本概念和核物理的基础知
识。
各部分内容均配置了适量的联系实际的例题和
习题。
除了基本内容外，还专题介绍了能源与环境、全息照相、光学信息处 理、液晶、非线性光学、自由电
子激光、多光子吸收、激光冷却、纳米科技
等今日物理趣闻，以及几位科学家的传略。
书末还列出了历年诺贝尔物理学 奖获得者名录及其创新课题。
本书基本内容讲解简明有序，扩展内容通俗易
懂。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的物理教材，也可以作为中学物理教师教学或其他
读者自学的参考书，与本书配套的《大学物理学辅导(第2版)》和《大学物 理学(第三版)学习辅导与习
题解答》可帮助读者学习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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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3篇 热学
第4篇 光学
第5篇 量子物理
元素周期表
数值表
习题答案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名录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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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从图17.18可看出，临界等温线和联结各等温线上的液化开始点（如B点）和液化终
了点（如C点）的曲线（如图中虚线），把物质的p—V图分成了四个区域。
在临界等温线以上的区域是气态，其性质近似于理想气体。
在临界等温线以下，KB曲线右侧，物质也是气态，但由于能通过等温压缩被液化而称为蒸气或汽。
BKC曲线以下是液汽共存的饱和状态。
在临界等温线和KC曲线以左的状态是液态。
 17.13 范德瓦尔斯方程 实际气体的宏观性质为什么和理想气体有差别呢？
这可以追溯到它们的分子性质的差别。
对于理想气体，我们认为它们的分子之间除了在碰撞的瞬时外没有相互作用力。
但是实际的分子都是由电子和带正电的原子核组成的，它们之间实际上总存在着相互作用力。
对实验结果的理论分析表明，两个分子间的相互作用力随两分子中心之间的距离r变化的情况可用
图17.19中的曲线表示。
当rr0时，表现为引力。
两分子分离较远时，例如，r>s时，两分子的相互作用几乎等于零，而可以忽略。
s称为分子力的有效作用距离。
当r=r0时，两分子也无相互作用。
此r0称为平衡距离。
由图可看出，当两个相向运动2，功A的数值与过程进行的具体形式，即过程中压强随体积变化的具体
关系直接有关，只知道初态和末态并不能确定功的大小。
因此，功是“过程量”。
不能说系统处于某一状态时，具有多少功，即功不是状态的函数。
因此，微量功不能表示为某个状态函数的全微分。
这就是在式（18.3）中我们用dA表示微量功而不用全微分表示式dA的原因。
 在式（18.2）中，内能E是由系统的状态决定的而与过程无关，因而称为“状态量”。
既然功是过程量，内能是状态量，则由式（18.2）可知，热量Q也一定是“过程量”，即决定于过程的
形式。
说系统处于某一状态时具有多少热量是没有意义的。
对于微量热量，我们也将以dQ表示而不用dQ。
 关于热量的计算，对于固体或液体，如果吸热只引起温度的升高，通常是用下式计算热量： Q=cm
△T （18.5） 式中，m为被加热物体的质量(kg)，△丁为物体温度的升高（K），C为该物体所属物质
的比热)J／(kg·K))。
不同的固体和液体，它们的比热各不相同。
关于气体的比热将在18.3节讨论。
 在有的过程中，系统和外界虽有热传递，但系统温度并不改变的实际的这种例子有系统发生的相变，
如熔化、凝固、汽化或液化等。
固体（晶体）在熔点熔化成液体时吸热而温度不变，液体在沸点汽化时吸热温度也不改变。
物体在相变时所吸收（或放出）的热量叫潜热。
具体来说，固体熔化时吸收的热量叫熔化热，这熔化成的液体在凝固时将放出同样多的热量。
液体在沸点汽化时吸收的热量叫汽化热，所生成的蒸气在液化时也将放出同样的热。
不同物质的熔化热和汽化热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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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大学物理学:热学、光学、量子物理(B版)(第3版)》基本内容
讲解简明有序，扩展内容通俗易懂。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大学物理学:热学、光学、量子物理(B版)(第3版)》可作为高
等院校的物理教材，也可以作为中学物理教师教学或其他读者自学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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