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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西安交通大学使用多年的教材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全书力图在切实加强基础理论的同时
，突出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及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下册包括热力学基础、气体动理论、机械
波、波动光学基础、狭义相对论基础、量子物理基础、原子核基本知识简介、粒子物理简介、固体物
理简介、超导、激光.
　　本书可供工科大学各专业、理科与师范非物理专业及成人教育相关专业的大学生作为教材，也可
供自学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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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1.1 热力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经验告诉我们，有一类现象中，物体的状态或物
理性质的变化，总是与物体冷热程度变化密切相关的。
例如，物体的热胀冷缩，固、液、气各种状态的相互转变，软钢经加热迅速冷却会提高其硬度等。
通常用温度表示物体的冷热程度，而把与温度有关的物理性质及状态的变化称为热现象，研究热现象
的理论统称为热学，它是物理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人们对热现象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岁月。
18世纪以后，不少人认为物体中都含有一种能从高温物体自动流向低温物体的“热质”，而把温度看
成是物体中含有热质多少的量度。
后来人们发现这种看法与实际不符。
例如，它不能解释为什么通过摩擦而并未注入什么“热质”，却可以提高两个相互摩擦物体的温度等
。
直到物体的分子结构学说建立以后，才逐渐认识到热现象是物体中分子热运动的表现。
19世纪中期以后，为了改进热机的设计，提高热机的效率，人们对当时用作热机的工作物质——气体
的性质进行了广泛地研究，气体动理论就是围绕气体性质的研究发展起来的，大家知道，任何物体都
是由大量微观粒子（分子、原子等）组成的，通常把描写这些微观粒子特征的物理量（如质量、速度
、能量等）称为微观量。
而把描写宏观物体特性的物理量（如压强、温度、体积、内能等）称为宏观量，显然，宏观量都是可
以由实验观测的物理量。
从微观上看来，物体内部的微观粒子都在永不停息地做无规则运动，这种运动常称为分子热运动。
就物体中单个粒子来说，由于受到其他粒子的复杂作用，其运动状态瞬息万变，显得杂乱无章而具有
很大的偶然性。
但在总体上，大量粒子的热运动却遵循着确定的规律，这种大量偶然事件的总体所具有的规律性称为
统计规律性，由于热现象是大量微观粒子热运动的集体表现，所以它服从统计规律，描写物体的宏观
量与描写其中粒子的微观量之间，也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正是基于这些特点，热运动才成为区别于其他运动形式的一种基本运动形式。
热学中包含两种不同的理论。
由观察和实验总结归纳出的有关热现象的规律，构成热学的宏观理论，称为热力学，从分子、原子等
微观粒子的运动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出发，研究热现象的规律，则构成热学的微观理论，称为统计
物理学。
虽然两者的研究对象都是热现象，但是它们的研究方法却是截然不同的。
热力学是根据由自然界大量现象的观察和实验中总结出来的几个基本定律，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去研究
宏观物体热性质的，并不追究其微观本质，统计物理学则是从物质的微观结构出发，依据粒子运动所
遵守的力学规律，对大量粒子的总体，应用统计方法去研究热现象的规律和本质。
因为热力学中的基本定律是从大量实际观测中总结出来的，所以具有高度的可靠性和普遍性。
但是由于热力学不考虑物质的微观结构，因而就不能对宏观热现象的规律给出其微观本质的解释，这
一点正是热力学理论的局限性和缺点所在。
统计物理学则正好弥补了热力学的缺陷，它可以从微观上更好地揭示热现象的本质，给出宏观规律的
微观解释，从而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热力学理论的意义。
至于统计物理学结论的正确性，则需要热力学来检验和证实。
这样，在对热现象的研究上，两种理论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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