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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武钢编著的《普通物理专题研究》围绕物理学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
在普通物理的力、热、光、电等学科范畴内，讲授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理论性拓展、实验探讨和一些应
用性的研究内容。

《普通物理专题研究》能帮助学生扩展物理视野，获得多维启迪，提高利用普通物理学基本理论知识
作进一步的理论拓展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升物理素养。

本教材可作为物理学专业本科生普通物理后续课程的学习资料，也可供相关专业的研究生教学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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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称性又称不变性，是指体系在某种操作下变成与原状态相同或等价的状态。
这里的“操作”含义很广，简单的有空间操作（平移、转动、镜像反射、伸缩）和时间操作（时间平
移、反演），复杂的如量子理论中的粒子置换、电荷共轭变换以及内部空间中的转动等。
对称性是物理学中的重要概念。
对于当代理论物理学，它起着重要乃至核心的作用；而对于经典物理学，虽然它不如在理论物理学中
那么重要，但也是简化问题的利器。
　　用对称性分析来简化问题根源于“对称性原理”：原因中的对称性必反映在结果中，即结果中的
对称性至少有原因中的对称性那么多。
或者反过来说：结果中的不对称性在原因中必有反映，即原因中的不对称性至少有结果中的不对称性
那么多。
在结果不唯一的情况下，上述原理修改为：原因中的对称性必然反映在全部可能的结果中，即全部可
能结果的集合中的对称性至少有原因中的对称性那么多。
　　根据此原理，在电磁学中，如果场源（原因）具有某种对称性，那么场强（结果）必然也具有这
种对称性。
对于对称性很高的体系，求场强的一般分析步骤如下：①对称性分析。
尽可能多地分析出场源的对称性，从而在未求解前获得关于场强的尽可能多的信息。
②根据对称性作出积分区域（闭合曲面或闭合路径），把积分用场强显示表达。
这里积分区域的作法一定要使已有的对称性尽可能地被利用上。
③利用积分形式的物理定律求场强。
根据上述一般步骤，我们对电磁学中几种常见的问题重新进行处理，以达到明晰思路和逻辑的目的。
在这种新的处理方式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对称性分析在此类问题中的重要地位。
 　　⋯⋯

Page 1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普通物理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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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