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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根据俄文最新版译出。
《理论物理学教程(第5卷):统计物理学1(第5版)》以吉布斯方法为基础讲述统计物理学。
全书论述热力学基础，理想气体，非理想气体理论，费米分布与玻色分布，固体统计理论，溶液理论
，化学反应与表面现象，高密度下物质的性质，晶体的对称性，涨落理论，相平衡、二级相变和临界
现象。
《理论物理学教程(第5卷):统计物理学1(第5版)》可作为高等学校物理专业高年级本科生或研究生的教
学参考书，也可供相关专业的研究生、科研人员和教师参考。

　　本书是一部享誉世界的理论物理学巨著，是反映经典物理学向现代物理学转变的里程碑式的重要
著作，于1962年获得列宁奖。
原著为俄文，现已有十余种文字的分卷译本，六种文字的全卷译本。
本教程中的七卷是由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苏联科学院院士、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л.д.朗道和他
的学生、苏联科学院院士、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е.м.栗弗席兹在20世纪40－50年代陆续编写而成的，
另外三卷由栗弗席兹和俄罗斯科学院院士л.п.皮塔耶夫斯基等人按朗道的计划在20世纪60－70年代编
写完成，后经不断补充完善，现已成为举世公认的经典学术著作。
本套教程内容丰富、立论明确、论证严谨、物理图像清晰，涵盖了理论物理学从微观到宏观的各个领
域，各卷中附有丰富的习题及解答，是学习理论物理学的必备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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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列夫·达维多维奇·朗道（1908-1968），理论物理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
者。
1908年1月22日生于今阿塞拜疆共和国的首都巴库，父母是工程师和医生。
朗道19岁从列宁格勒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在列宁格勒物理技术研究所开始学术生涯。
1929-1931年赴德国、瑞士、荷兰、英国、比利时、丹麦等国家进修，特别是在哥本哈根，曾受益于玻
尔的指引。
1932-1937年，朗道在哈尔科夫担任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理论部主任。
从1937年起在莫斯科担任苏联科学院物理问题研究所理论部主任。
朗道非常重视教学工作，曾先后在哈尔科大大学、莫斯科大学等学校教授理论物理，撰写了大量教材
和科普读物。

　　朗道的研究工作几乎涵盖了从流体力学到量子场论的所有理论物理学分支。
1927年朗道引入量子力学中的重要概念——密度矩阵；1930年创立电子抗磁性的量子理论（相关现象
被称为朗道抗磁性，电子的相应能级被称为朗道能级）；1935年创立铁磁性的磁畴理论和反铁磁性的
理论解释；1936-1937年创立二级相变的一般理论和超导体的中间态理论（相关理论被称为朗道相变理
论和朗道中间态结构模型）；1937年创立原子核的几率理论；1940-1941年创立液氦的超流理论（被称
为朗道超流理论）和量子液体理论；1946年创立等离子体振动理论（相关现象被称为朗道阻尼）
；1950年与金兹堡一起创立超导理论（金兹堡-朗道唯象理论）；1954年创立基本粒子的电荷约束理论
；1956-1958年创立了费米液体的量子理论（被称为朗道费米液体理论）并提出了弱相互作用的CP不变
性。

　　朗道于1946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曾3次获得苏联国家奖；1954年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
；1961年获得马克斯·普朗克奖章和弗里茨·伦敦奖；1962年他与栗弗席兹合著的《理论物理学教程
》获得列宁奖，同年，他因为对凝聚态物质特别是液氦的开创性工作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朗道还是丹麦皇家科学院院士、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
国国家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英国和法国物理学会的荣誉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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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在谈到“最概然的”结果时，必须注意：在现实中，过渡到较大熵的状态的概率，与
不论熵有多少明显的减小的概率比较起来占有压倒的优势，以致于后一种情形实际上从来没有在自然
界中被观察到过。
如果撇开由于极为微小的涨落引起的熵的减小不谈，那么我们就可以把熵增长定律表述如下：如果在
某一时刻闭合系统的熵不是最大，那么在以后诸时刻熵不会减小——只会增加或者在极端情况下保持
常数。
毫无疑问，这里所作的简单的表述是符合现实情况的；它们被我们所有日常的观察所证实。
但是当更深入地来考虑关于这些规律性的物理本质和来源的问题时，就出现了重大的困难，这些困难
在一定程度内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首先，如果我们试图把统计学应用到整个宇宙上去，把宇宙看作一个单一的闭合系统，那么我们立刻
会遇到理论和实验之间的显著矛盾。
按照统计学的结果，宇宙应该处于完全统计平衡的状态。
更精确地讲，宇宙中任何一个无论多大但是有限的区域（它的弛豫时间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限的）应
该处于统计平衡状态。
同时日常经验使我们相信：自然界的性质与一个平衡系统的性质毫无共同之处，而且天文学数据也表
明：对于我们的观测所能达到的整个巨大宇宙范围，情况也是如此。
摆脱这样产生的矛盾，办法应该在广义相对论中去寻找。
道理在于，在考虑宇宙中的巨大区域时，其中存在的引力场将起重大的作用。
众所周知，引力场不是别的，而是时空度规的改变。
在研究物体的统计性质时，时空的度规性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物体所处的“外界条件”。
然而，有关闭合系统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必定达到平衡状态的论断，当然仅对处于稳定外界条件下的系
统适用。
同时，普遍的宇宙学扩涨也表明，其度规实质上与时间有关。
所以，“外界条件”在这种情况下绝不是稳定的。
这里重要的是，引力场本身不能当作闭合系统的一部分，否则守恒定律将退化为恒等式，而我们知道
守恒定律是统计学的基础。
正由于此，在广义相对论中，整个宇宙不能看成闭合系统，而应看成处于变化的引力场中的系统，与
此相关，应用熵增长定律不会得出统计平衡必然存在的结论。
因此，关于把宇宙作为整体来考虑的问题，在上面所讨论的一部分中，至少把表面上矛盾的物理根源
弄清楚了。
但是，对于如何理解熵增长定律的本质仍有其它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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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理论物理学教程(第5卷):统计物理学1(第5版)》是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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