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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基础物理学（下册）》是教育部“高等师范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
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基础物理学（下册）》在体系和结构上都有较大的改革，全书以物理学导论
为开端，适当精简了力学、加强了热学，并把波动光学提前，保证电磁学，增强了近代物理学的内容
。
在重视加强基础的同时，注意教学内容现代化和理论联系实际；删去了与中学物理重复的内容，提高
了力学的起点，增加了一些物理学在现代高新技术领域的应用；突出了物理学研究问题的方法和教导
学生如何思考问题，在重要问题后面安排“总结与评述”回顾物理学的发展。
《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基础物理学（下册）》阐述清晰、科学严谨、语言简练、深入浅出，尽量用
简单的数学知识，并有较宽的适用面。
全书共五篇，分上、下两册，上册为力学、波动光学、热学，下册为电磁学和量子物理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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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四篇 电磁学第十七章 真空中的静电场17-1 电荷守恒定律库仑定律叠加原理17—2 电场强度17—3 高
斯定理17-4 环路定理电势17-5 电势与场强的微分关系习题第十八章 静电场中的导体和电介质18—1 导
体的静电平衡静电屏蔽18—2 电容电容器18—3 电介质及其极化18-4 有介质存在时的高斯定理18-5 静电
场的能量习题第十九章 稳恒电流和电路19-1 稳恒电流和稳恒电场19-2 不含源电路的欧姆定律焦耳定
律19-3 电动势 一段含源电路的欧姆定律19-4 基尔霍夫方程组习题第二十章 稳恒电流的磁场20-1 基本磁
现象20-2 磁感应强度洛伦兹力20-3 毕奥-萨伐尔20-4 磁通量磁场的高斯定理20-5 安培环路定理20-6 带电
粒子在磁场中的运动20—7 磁场对载流导线的作用习题第二十一章 磁介质21—1 物质的磁性21—2 磁化
强度矢量21-3 磁介质存在时的安培环路定理21-4 铁磁质习题第二十二章 电磁感应22—1 电磁感应定
律22—2 动生电动势22—3 感生电动势22-4 电磁场的相对论变换22—5 自感互感22-6 磁场的能量习题第
二十三章 电磁场电磁波23—1 位移电流23—2 麦克斯韦方程组平面电磁波23—3 电磁波的辐射习题第五
篇 量子物理学基础第二十四章 早期量子论和量子力学的诞生24—1 黑体辐射普朗克的能量子假说24—2
光电效应爱因斯坦的光量子理论24—3 原子结构和原子光谱玻尔的量子理论24—4 康普顿效应光的波粒
二象性24-5 德布罗意波微观客体的波粒二象性24-6 量子力学的建立习题第二十五章 量子力学基础25
—1 波函数的统计解释25—2 薛定谔方程25—3 一维无限深势阱25-4 线性谐振子25—5 势垒贯穿 隧道效
应25-6 氢原子25—7 电子自旋25—8 不确定关系25—9 总结与评述习题第二十六章 多电子原子26—1 碱
金属原子526-2 原子中电子的壳层结构26—3 X射线26—4 激光习题第二十七章 原子核物理学27-1 原子
核的基本性质27-2 原子核的放射性衰变27-3 原子核反应27—4 裂变和聚变核能的利用习题第二十八章 
粒子物理学28—1 粒子物理学的发展概况28—2 粒子间的相互作用粒子的分类28—3 粒子的基本性质28
—4 对称性守恒律28—5 夸克模型习题附录 常用物理常量及换算关系表习题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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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世纪末，在物理学家中普遍存在一种乐观的情绪，认为物理学的基本理论已经完成。
人们陶醉于包括始建于17世纪的牛顿力学和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建立的分析力学的力学体系，以
及19世纪建立的电动力学体系和热力学及统计物理学体系。
这些物理理论确实对当时已经了解的绝大多数物理现象作出了近于完美的描述，至今我们依然保留这
些物理理论，并称之为经典物理学，然而，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探索不断深入，自然科学总是不断地发
展，当时一些敏锐的物理学家在欣喜之余已开始认识到经典物理学理论中潜伏着危机。
在世纪交替之际，开尔文在1900年末的一篇题为《遮盖在热和光的动力理论上的19世纪“乌云”》的
讲演中（该讲演以同名文章发表于1901年初）指出，经典物理学上空悬浮着两片“乌云”，一片“乌
云”是以太理论的困难，另一片是能量均分定理的困难。
以太理论的困难主要是指为验证以太存在且相对太阳静止的迈克耳孙-莫雷实验所得到的“零结果”，
能量均分定理的困难主要是指能量均分定理应用于黑体辐射时出现的被称为“紫外灾难”的失败。
事实上，正是这两片“乌云”导致了一场震撼整个物理学的革命。
第一片“乌云”导致了狭义相对论的建立，第二片“乌云”导致了量子力学的诞生。
在当时，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不奇怪，因为直到19世纪，由于生产力水平所限，
人们所研究的多是低速宏观现象，对高速运动和原子结构还很陌生，所以总结得出的物理规律也只能
局限于经典物理的范围，只有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更加精确的测量和实验成为可能，人们才能开展
对高速运动及微观现象的研究。
20世纪物理学的两个最大的成就就是狭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建立，狭义相对论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
原有的空间和时间概念，量子力学则开辟了人们认识微观世界的道路，物质的特性和在原子水平上的
物质结构这个古老而又基本的问题原则上得以解决。
在量子力学中，人们还找到了物理学和化学的结合点（如元素周期律的本质等）。
狭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是近代物理学的基石，离开它们，任何一门近代物理学科和相关交叉学科的发
展都是不可能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狭义相对论及量子力学的建立，就没有人类的现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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