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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根据作者在复旦大学讲授原子物理学的讲稿修改和补充而成的。
原子物理学是物理系和原子核科学系第四学期的一门基础课程，它既可作为普通物理学的最后一部分
，又可看作学习近代物理的开始。
在讲授这门课程时，作者认为，作为一门大学课程，我们不仅要帮助同学积累一些知识，而且要特别
提倡智能的培养。
所谓智能，是指人们运用知识的才能；培养智能，主要是培养自学能力、思维能力、表达能力、研究
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
如果只注重知识的积累，而不注意发展智能，那么，即使在头脑中有了一大堆公式、定理、概念，也
不会灵活应用，不会独立地去积累更多的新知识，更不会有所创新。
大学教学是否成功的标志之一，是看绝大多数同学是否经常在积极地思考，看他们在智能培养方面是
否有明显的进步。
依照这样的精神，我们在本书中将随时给出一些不同深度的思考题，鼓励同学思考。
我们主张采取“既讲清楚，又不讲清楚”、“言犹未尽”的讲授方法。
应该力求讲清一些基本概念，使大多数同学经过思考即可容易地掌握这些知识。
但对于已经学过的内容，我们提倡让同学自己去做“温故而知新”的工作；对于我们认为同学们经过
思考可以掌握的内容、可以导出的公式，则留给同学们自己去做；有时我们留一些“伏笔”，过几章
之后再作解答。
对于一些较难的问题，我们鼓励在学习上感到比较轻松的同学通过思考和阅读一些文献后作出回答，
并写出读书报告。
我们在本书中尽可能多地列出有关的文献资料，其中不仅有著名学者写的一些原作，而且还有很多通
俗文章。
担任本课程教授工作的教师有必要读一些比本书范围更广泛、更深入的一些著作。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学习查阅参考文献的方法，并从对参考文献的阅读中受到有益的启示。
我们在本书中还列出了一些有关的“世界难题”，让同学们在年青的心灵中留下一些问题，准备在今
后的岁月里去寻求答案。
总之，作者认为，成功的教学必须诱发问题；听了课，读了书，只感到“听得舒服，读来都懂”是不
够的，真正的收获还应该反映在有没有产生新的问题。
正像物理学家韦斯科夫（V.F.weisskopf）所描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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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第一版在全国优秀教材评选中荣获全国优秀奖，第
三版被列入“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并荣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
本次修订保持原书特色，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些科学史和人文内容；介绍了一些原子物理在高科技应
用方面的新发展；更新了物理学常量等重要数据，并对部分内容作了精简，使本书内容更加充实、新
颖。
    全书从实验事实出发，以阐述原子结构为中心，联系原予物理学发展史，联系实际应用和科研前沿
活动，深入浅出地讨论了原子物理学的基本内容，其中不少是作者的科研成果，学术水平较高。
全书始终贯彻作者“培养智能”的编写意图，让学生了解前人是如何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并采用
“言犹未尽”的讲授方法，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物理类专业原子物理课程的教材或参考书，亦可供有关科技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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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斯·玻尔的伟大创造：首次把量子概念引入到原子领域，提出了量子态的概念，并得到实验的
有力支持。
至此，我们在考虑电子和原子核的相互作用时，把它们都看作点电荷（原子的粗结构）。
在第三章，我们指出了玻尔理论的困难，阐明了量子力学诞生的必然性。
在这里，我们力求从物理概念说明量子力学的本质，而把它的许多细节留在“量子力学”这门课程中
。
本节所介绍的一些量子力学的基本概念是后面各章学习的基础。
在第四章，我们从实验事实出发说明引入“电子自旋”概念的必然性。
它导致了原子的精细结构。
虽然“自旋”这个名词在经典物理中并不陌生，但是，它在微观世界里却是一种崭新的运动形式，在
经典物理中找不到它的对偶。
在这一章的末尾，我们介绍对氢原子的认识是怎样一步步深化的。
在第五章，我们把单电子体系推广到多电子，并用原子结构的现代观点解释元素周期性，其中的一个
重要概念是泡利不相容原理。
在第六章，我们介绍1895年发现的x射线，并从不同的实验事实确证x射线既有波动性又有粒子性。
第七章，简单叙述原子中除电子外的另一个主要组成体——原子核。
这一章可说是一门专门课程（原子核物理学）的缩影。
第八章，介绍原子核的磁矩和电四极矩引起的原子和核的超精细结构，它现已发展为原子物理与原子
核物理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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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原子物理学》可作为高等学校物理类专业原子物理课程的教材或参考书，亦可供有关科技人员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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