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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国内已经出版了不少的量子力学教材，其中不乏一些优秀之作。
但我觉得释译出版Criffiths教授所著《Introduction to Quantum Mechanics》（Second Edition）仍然是非
常值得的。
首先，我认为物理学教学现代化关键在于量子力学，因为量子力学是现代高技术、新材料的基础。
量子力学基础知识不仅对从事物理学工作是必须的，对从事材料科学、化学、生命科学以及其他技术
科学也是十分必要的。
本书把讲授量子力学的基础定义在较低的物理基础上，从简单的概率论和微分方程人手，讲解直接从
薛定谔方程开始，注重量子力学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方法的讲授，而不是把量子力学引入繁琐的理论推
导，而内容又涉及到各个研究领域，又非一般的量子力学教材所能及，这在量子力学教学现代化方面
的确是很成功的尝试。
其次，该书是欧美许多一流理工科大学物理学专业学生使用的、颇受欢迎的教科书，取材合适且基本
，涵盖了量子力学最主要的内容和最基本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该书着重从实验基础引入基本概念，叙述由易至难、循序递进。
最后，该教材在写作上也有很大的特色，全书分为2部分：第1部分讲述基本理论，其中也含有相关的
应用举例；第2部分讲述基本应用，介绍了实际研究工作中需要的近似方法，简单介绍势散射理论和
量子物理实验基础。
这样的处理便于国内具有各种不同培养目标的各类学校灵活选择讲授内容（例如只讲授基本理论，或
另外讲授部分或全部基本应用），而不破坏量子力学作为一门学科课程应当具有的基本完整性。
有鉴于此，特写序。
希望该书中译本的出版能够为国内的量子力学教学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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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译自美国David J.Griffiths教授所著《Introduction to Quantum Mechanics》（Second Edition），是“
时代教育．国外高校优秀教材精选”系列之一，其内容包含了我国大学量子力学最主要的内容。
    本书的特色是：强调量子力学的实验基础和基本概念，讲解直接从薛定谔方程开始，同时力图体现
现代物理学内容，把问题扩展到多个前沿的研究领域，如统计物理、固体物理、粒子物理等；在写法
上，作者从务实的角度出发，着重于交互式的写作，采用对话式的语言，叙述简明，文笔流畅。
力图改变量子力学难于理解、难于接受的教学状况。
    本书内容分理论和应用两部分。
理论部分包括：波函数、定态薛定谔方程、形式理论、三维空间中的量子力学和全同粒子；应用部分
包括：不含时微扰理论、变分原理、WKB近似、含时微扰理论、绝热近似、散射和后记。
为使读者更好的理解量子力学，书后还提供了附录线性代数。
    本书为高等学校物理学专业以及相关专业量子力学的基础教材，也可供有关专业教师、科研人员和
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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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3.不可知论学派：拒绝回答。
这个回答并不是像它听起来那样糊涂愚蠢一一首先，知道你的回答是否正确的惟一途径是进行一个精
确的测量，那么什么情况可以叫做“测量前”？
在这种情况下，对测量前粒子的状态进行论断有什么意义？
为某些由其本质是不可能被检测的事而担忧是故弄玄虚。
泡利（Pauli）曾说过：“和讨论一个针尖上能坐多少个天使的远古问题一样，我们无需为某些我们根
本无法知道的事情浪费脑力”。
数十年来，大多数物理学家采取这种回避的姿态。
他们向你兜售正统学派的观点，但是如果你坚持，他们停止对话，又会回到不可知论的观点。
直到最近，所有三种观点还都有自己的支持者。
但是在1964年约翰·贝尔（John Bell）震惊了物理学界，他宣布粒子在测量前有没有一个确定的位置在
观测上会导致不同的测量结果。
贝尔的发现排除了不可知论作为一种可能的观点，并且把判断正统观点和现实主义观点谁是正确的变
成一个实验的问题。
我们将在本书结尾重回到这个问题，那时你们的知识能使你们更好地欣赏贝尔的论述。
至于现在，只需指出实验已经决定性地证实了正统观点：一个粒子在测量前没有一个确定的位置，就
像水面的波纹，是测量的过程给出了一个具体数量，在这个意义上，给出了受波函数统计权重限定的
特定的结果。
如果紧接着第一次测量进行第二次测量，能测量到什么结果？
粒子还是在C点？
还是每次都测量到一个完全的不同的新结果？
在这个问题上所有人都是完全一致的：一个重复实验（对同一粒子）将产生同样的结果。
的确，如果紧接的第二次测量不能证实粒子在C点，它将是很困难证明粒子在第一次测量确实出现在C
。
正统观点如何解释第二测量结果限制粒子在C点？
事实是第一次测量完全改变了波函数，所以它现在是在C点尖锐地耸起（图1.3）。
我们称之为由于测量产生的波函数的坍缩，在C点生成针状波形（由于波函数遵从薛定谔方程，这个
波将很快弥散开来，所以第二次测量要立即进行）。
所以存在两类完全不同的物理过程：“正常”类，波函数按薛定谔方程“从容不迫”的演化；“测量
”类，由于测量，波函数突然和不连续的坍缩”。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量子力学概论>>

编辑推荐

《量子力学概论(翻译版)(原书第2版)》把讲授量子力学的基础定义在较低的物理基础上，从简单的概
率论和微分方程人手，讲解直接从薛定谔方程开始，注重量子力学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方法的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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