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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计算机的应用已遍及国民经济、科学技术和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
近代物理学与物理实验技术所获得的成果和进展，几乎都是与计算机科学相结合的产物。
计算物理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是随着计算机的出现和发展而逐步形成的物理学的一个分支。
当今的物理学有三个分支，即理论物理、实验物理和计算物理，而计算物理是用计算机武装起来的理
论物理，也是以计算机为仪器的实验物理。
计算物理学可为理论物理提供模型和数据，也可为实验物理提供模型试验和数据。
　　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数值方法及其在物理学中的应用”，下篇为“计算物理学”。
最近几十年来计算物理发展很快，其内容和应用越来越广泛，而各个专业的要求又不尽相同，所以本
书的主要内容是介绍处理物理问题时常用的数值算法以及它们在计算机上的实现过程。
该过程可以具体为：物理问题一计算公式一数值方法一流图、程序一上机操作一结果分析。
　　上篇主要面向用计算机进行工程和科学计算的大学理科及工科专业学生，内容包括物理图形图像
的模拟、定积分的数值计算、常微分方程初值问题的数值解法、线性方程组的数值解法、非线性方程
的求根问题以及数据插值拟合问题。
其主要目的是要求学生掌握基本数值算法及其在大学物理学中的应用，力图把计算机作为学好大学物
理、加强能力培养的一种手段，使学生能以数值算法为基础，以计算机为工具，加深对大学物理的基
本概念、基本规律的理解，巩固已学过的算法语言课程内容，锻炼计算机编程和操作应用水平，学会
应用计算机编程解决物理学或其它学科实际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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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分为数值方法及其在物理学中的应用（上篇）和计算物理学（下篇）两篇。
上篇主要讲述基本数值方法在大学物理中的应用，从FORTRAN语言和图形、图像的模拟出发，介绍
了物理学中数值积分、常微分方程数值解、非线性方程求根及实验物理学中的插值和数据拟合。
下篇则在上篇的基础上主要讲述有限差分方法、泛函和变分法、有限元方法、边界元方法和蒙特卡罗
方法。
本书内容丰富、推导详细，侧重讲述基本方法及其应用。
书中的例题大部分来自物理学中的具体问题。
作者在介绍具体算法的同时，附上了FORTRAN源程序，以供读者参考。
　　本书可作为本科应用物理学和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等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物理类专业和其他非
物理类理工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教学参考书，同时，对于从事科学计算和工程设计的专业人员也具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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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mite插值　　　7.3.1 Hermite插值公式　　　7.3.2 分段两点三次Hermite插值　　7.4 三次样条插值　
　　7.4.1 三次样条函数　　　7.4.2 三次样条插值多项式　　7.5 数值微分　　　7.5.1 插值型求导公式
　　　7.5.2 样条求导公式　　7.6 最小二乘曲线拟合法　　　7.6.1 最小二乘法的一般原理　　　7.6.2 
用最小二乘法求解矛盾方程组　　　7.6.3 用多项式作最小二乘曲线拟合　　习题七下篇 计算物理学　
第八章 有限差分方法　　8.1 有关物理问题与数学物理方程　　　8.1.1 方程的导出　　　8.1.2 方程的
分类　　　8.1.3 边界条件和初始条件　　8.2 有限差分原理　　　8.2.1 差商公式　　　8.2.2 差分格式
的收敛性和稳定性　　8.3 矩形域中伯松方程的有限差分法　　　8.3.1 五点差分格式　　　8.3.2 矩形
域的拉普拉斯方程　　8.4 差分方程的迭代解法　　8.5 非矩形边界区域泊松方程的有限差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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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固定格式的FORTRAN程序必须严格按照一定格式书写。
编译程序时，第1列如果有字符c或*时，此行为注释行，不参加编译和运行；第1～5列为标号区，可以
写1～5位无符号整数，标号大小没有顺序要求；程序语句写在7～72列中，可以从第7列以后的任意位
置书写，一行只能写一条语句，如果一行写不完可以续行，当第6列上有非零或非空格的字符时，表
明此行为上行的继续行；第73～80列为注释区，注释区不参与程序的编译，只是在打印时照常打印，
方便程序设计者调试程序与检查错误。
　　自由格式的FORTRAN程序编写非常自由，对每行每列的字符没有特殊规定。
编译程序时，每行可写132个字符；在FORTRAN90格式中，也可使用！
来标注注释！
后的语句也不参加编译和运行；续行标志是＆，写在行未或要续行的行首；自由格式的行号放在每行
程序的最前面即町。
　　2．可执行语句　　1）赋值语句赋值语句的作用是将一个确定的值赋给一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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