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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概括介绍现代宇宙学的主要观测事实以及标准宇宙学模型理论框架的基础上，系统讨论了宇宙
大尺度结构形成的基本理论。
我们今天观测到的宇宙结构，是由极早期的物质密度扰动逐步发展、演化而形成的。
在很长的时期内，密度扰动的发展是线性的，这一时期留下了宇宙微波背景辐射(CMB)的遗迹，并形
成了密度扰动的线性转移函数与相应的扰动功率谱。
本书对线性扰动理论作了较为系统的介绍。
对于在线性扰动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非线性扰动，本书重点介绍了广泛采用的球对称坍缩模型以
及Press-Schechter质量函数，并概要介绍了“薄饼”模型、N体数值模拟原理以及Gauss随机场及其主要
统计性质。
围绕宇宙第一代天体的形成，本书重点讨论了暗物质晕中重子气体的冷却和坍缩过程、第一代恒星的
形成以及星系的化学演化等内容，并介绍了类星体的Gunn-Peterson检验、星系际介质的再电离、引力
透镜等高红移宇宙中发生的一些重要的天体物理过程。
    本书适合天体物理专业的研究生及高年级本科生作为相应课程的教材，也可供天体物理及理论物理
工作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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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宇宙大尺度结构的形成》形成于作者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讲授相关研究生课程的讲义，定位为研究
生学习宇宙大尺度结构形成理论的入门读物。
书中把重点放在介绍这一领域的基本概念与基础理论，选材时偏重于内容的基础性、重要性与成熟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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