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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尼耳斯·玻尔集》十二卷，是20世纪伟大的丹麦物理学家尼耳斯·玻尔所有已知著作的合集。
外文版原书由尼耳斯·玻尔文献馆组编，L·罗森菲耳德、E·吕丁格尔、F·奥瑟若德先后担任主编
，在1962年玻尔逝世之后即开始筹划编纂，至21世纪初才告竣工。
中文版全书十二卷的翻译工作，由国内著名的玻尔与量子物理学研究专家戈革先生以极大的毅力与气
魄一身任之，前十卷曾在科学出版社等处出版，后两卷则是首次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
本书为《尼耳斯·玻尔集》的第七卷第七卷量子物理学的基础Ⅱ（1933—1958）》，J·卡耳外尔编，
收入作者1933至1958年间关于量子物理学基础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文章。
分“相对论式量子理论”等三编。
各编前都有知名学者所撰介绍该编内容情况的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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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丹)玻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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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译者说明
主编序
第七卷前言
期刊名称缩写表
名词缩写表
致谢（中译本略）
    第一编  相对论性量子理论
引言
    1.论电磁场量的可测量性问题（1933）
    2.论电子理论中的对应方法，索尔威1933
    3.场测量和电荷测量
    30年代中的序曲
    完成（1949～1950）
  4.基本粒子，思考的总结
I.电磁力场的有限可测量性（和L·罗森菲耳德合撰）（摘要）
Ⅱ.论电磁场量的可测量性问题（和L·罗森菲耳德合撰）
Ⅲ.第七届索尔威会议上的一般讨论论电子理论中的对应性方法
Ⅳ.量子理论中的场测量和电荷测量（未发表稿）
V.量子电动力学中的场测量和电荷测量（和L·罗森菲耳德合撰）
Ⅵ.基本粒子物理学的问题
Ⅶ.第八届索尔威会议上的一般讨论关于原子物理学现状的几点一般评述
附录L·朗道和R·派尔斯：测不准原理向相对论性量子理论中的推广
    （摘录）
    J·林德哈德：用带电粒子进行的测量中的不准性（未发表稿，
    摘录）
    W·海森伯：论和物质自辐射中的产生相联系的电荷起伏
    第二编  互补性：量子描述的基岩
引言
    1.发荣滋长
    2.决胜
    3.最后的分析
    4.静穆清澄
I.量子力学和物理实在
Ⅱ.物理实在的量子力学描述能不能被认为是完备的？

Ⅲ.原子物理学中的因果性问题
Ⅳ.原子物理学中的分析与综合（摘要）
V.论因果性和互补性的观念
Ⅵ.就原子物理学中的认识论问题和爱因斯坦进行的商榷
Ⅶ.自然科学的认识论问题（摘要）
Ⅷ.量子物理学和哲学——因果性和互补性
Ⅸ.原子和人类知识
附录A·爱因斯坦、B·波道耳斯基和N·罗森：物理实在的量子力学
    描述能不能被认为是完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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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编  通信选
引言
所收信件的目录
通信正文
  阿耳伯特·爱因斯坦
  沃尔纳·海森伯
  奥斯卡·克莱恩
  亨德瑞克·A·克喇摩斯
  沃尔夫冈·泡利
  雷昂·罗森菲耳德
  厄尔温·薛定谔
  维克多·外斯考普
    尼耳斯·玻尔文献馆所藏有关稿本简目
引言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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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一个平均电荷密度的测量中，壳层上通量的估计要求确定沿着瞬时空间边界的法线方向
传给各测试体的动量的代数和。
然而，这一和式的求值却并不需要独立地测量在它们的位置属于空间一时间壳层的时间内传给各个测
试体的动量，而是可以在一个组合测量过程中求得；在那种过程中，所有测试体的位置都通过适当的
装置而互相关联起来，以保证在上述那些时间区间内各个测试体沿法线方向的位移都相同。
通过把壳层厚度和测试体电荷密度的乘积选得足够地大，就可以使一切测试体沿法线方向的不可控制
的公共位移D保持为任意地小，并且仍然得到壳层中平均通量的无限精确度。
和在简单场平均值的测量中一样，也还可以作到自动补偿起源于各测试体位移所生之场的并且正比
于Dρ4的对这一平均通量的不可控制的贡献。
这种补偿在初级近似下甚至可以是完全的，因为场起伏由于其无源性而并不会对通量有任何贡献，既
然这些考虑对任意给定的壳层厚度都能成立，那么在明确定义的边界这一渐近极限下，在原理上就是
能够精确测量一个明确定义的空间—时间域中的平均电荷密度的。
 在一个平均电流分量J1的测量中，我们必须照顾到磁环流和空间—时间壳层中的电场。
例如，在特例，当R由一个空间体积V和一个时间区间T来定义时，按照式（6），我们就不但要考虑来
自V的边界上一个空问薄层中沿l方向的磁环流在T中的时间平均值的贡献，而且要考虑来自空间V中
沿l方向的电场分量积分在时间T的始末二端的短时问中的平均值之差的贡献。
这些贡献的求值要求一些测量程序，其种类和以上在简单场平均值的测量中描述过的那些程序相似，
后一贡献的测量要求控制沿l方向传给一组带有均匀电荷密度ρ的测试体的动量，而前一贡献的求值则
要求控制沿着垂直于空间边界的方向传给另一组带有均匀电流密度ρl的测试体的动量。
 正如在以上所讨论的场测量或电荷测量中一样，所有这些操作都可以适当关联起来，使得在时间区间
内沿所需方向传给每一测试体的动量的代数和的测定，可以被简化成某一辅助物体的动量控制。
在这样的关联中，所有电荷密度为ρ的测试体都将在适当的时间区间中经历相同的位移Dl，而所有电
流密度为ρ2的测试体则经历相同的法向位移D，电流测量的这一诠释还进一步在这两个位移之间建立
一种满足条件pDl=ρlD的联系。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可以通过把ρ和ρl选得足够地大来做到使位移D1和D都任意地小，而并不对测量
的精确度造成任何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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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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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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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