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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代物理学的发展带动了其他自然学科的发展，催生了大量的高新技术，极大地改变了当代社会
、经济的各个方面。
为了使高年级物理专业学生更好地掌握现代物理学知识，我们为物理专业的学生开设了近代物理专题
课程。
并在近几年教学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和完善了自己富有特色的教学知识体系，使之更能反映现代
物理的信息。
物理科学的诞生和发展，几乎与人类认识自然和利用自然的历史共久远；未来物理学的发展，仍将与
人类文明的进步共生同行，它永远是人类文化系统中最重要的子系统之一。
在现代物理学的各个研究领域中，历来都有人作出发现已近尾声的预言，但这些预言无一不遭到历史
的揶揄，每一个研究领域都不断涌现出激动人心的新发现。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总有一些新物理现象和方法被发现，它们是人们当初所未曾预料到的。
可以断言，在今后的年代里，也一定会更加频繁地出现一些难以预料的新发现，以研究物质结构和运
动在各个层次上的基本规律，提出新概念、建立新理论为目标的物理学理论研究，将始终处于整个自
然科学发展的前沿；物理学中那些和应用技术密切结合的分支学科，将会有更多发展与突破的机会。
在本书中，我们特设专门篇章对近代物理学的发展作一个比较全面的概述，以便使读者更加准确地了
解这些成就。
本书可用做物理专业本科学生的教材。
本书具体参编人员如下：河南教育学院赵先林（第一篇）、宋友林（第二篇）、王三军（第三篇）、
吴旌贺（第四篇）；郑州大学宋家友（第五篇）；河南工业大学张君德（第六篇）、姚乾凯（第八篇
）；郑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张红卫（第七篇）。
全书由宋友林、姚乾凯任主编，张红卫、宋家友任副主编。
赵先林、宋友林、姚乾凯负责统稿。
河南教育学院刘金海教授、李金铭教授审阅了全书并提出很多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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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总有一些新物理现象和方法被发现，它们是人们当初所未曾预料到的。
可以断言，在今后的年代里，也一定会更加频繁地出现一些难以预料的新发现，以研究物质结构和运
动在各个层次上的基本规律，提出新概念、建立新理论为目标的物理学理论研究，将始终处于整个自
然科学发展的前沿；物理学中那些和应用技术密切结合的分支学科，将会有更多发展与突破的机会。
在本书中，编者特设专门篇章对近代物理学的发展作一个比较全面的概述，以便使读者更加准确地了
解这些成就。
本书可用做物理专业本科学生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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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1932年发现中子以来，原子核物理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长足进步。
近几十年来，随着核探针能量和种类的增加，核物理学在新的自由度和新的层次上不断取得新成果。
对非核子（特别是夸克）自由度、更高能量自由度、质子一中子比自由度、角动量自由度的研究，将
是今后的一个重要方向。
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的放射性核束，使核反应探针在核素图上从稳定核素发展到不稳定核素。
远离稳定线的新核素，特别是滴线核以及超重核、奇特核的合成和研究，将会对原子核物理学的发展
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激光是20世纪以来，继原子能、计算机、半导体之后，人类的又一重大发明。
它的原理早在1916年已被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发现，但是直到1958年激光才被首次成功制造。
激光是在有理论准备和生产实践迫切需要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它一问世，就获得了异乎寻常的飞快
发展，激光的发展不仅使古老的光学科学和光学技术获得了新生，而且导致整个一门新兴产业的出现
。
激光可使人们有效地利用前所未有的先进方法和手段，去获得空前的效益和成果，从而促进了生产力
的发展。
　　超导物理作为一个有近百年历史的学科，它是随着对超导电性的研究、认识不断发展起来的，特
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引发了今天的“高温”超导电性机理及超导材料研究
的热潮。
　　纳米材料与纳米技术是20世纪末才逐步发展起来的新兴科学领域，其迅猛发展将在21世纪促使几
乎所有工业领域产生一场革命性的变化。
纳米材料是未来社会发展极为重要的物质基础，许多科技新领域的突破迫切需要纳米材料和纳米科技
支撑，传统产业的技术提升也急需纳米材料和技术的支持。
　　翻开历史的长卷，人们不难发现通信与人类相伴已倏忽几千年，无论是古时候的烽火狼烟、驿站
，还是近现代的电磁技术、计算机、卫星、光纤等，都是人们传递信息的手段和工具。
如今，通信技术融入了更为宏大的信息产业，电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趋向融合，信息产业正从一个先
导产业走向主导产业，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系更为密切，成为造福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支柱。
回顾现代通信技术的百年发展历程，展望21世纪前景，也许更会让人们感受到通信技术赋予人类社会
的无限魅力。
　　以研究复杂多体系统为主的凝聚态物理学，是当代物理学中内容最丰富、应用最广泛的一门分支
学科；也是当前物理学研究中最活跃、最能激发人类创造智力的研究领域。
这一领域的一系列发现，已经并正在对其他学科（包括化学、生物学、数学等）产生了重大影响；并
通过它所诱发的高新技术进展，对人类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
凝聚态物理前沿研究发展迅速，其发展趋势将是现有分支领域强化研究，又不断开拓出新的领域，制
备出更多更高性能的新材料，发现令人意想不到的新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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