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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精品教材：量子力学基础》介绍了量子力学的基础知识，突出物质世界的运
动规律，突出实验和观察，突出物理，突出物理的实用威力，力求使学生掌握自然的面貌和物理的方
法而不是一堆数学公式，在每一主题的讲解中帮助学生领会图像、理解概念、熟练推理，从而逐步让
学生学会在处理问题时构建图像、提炼概念、利用合适的推理工具演绎，最终又返回物理，落实在科
学和技术的应用上。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精品教材：量子力学基础》内容包括：量子力学的诞生与发展、状态和薛定
谔方程、力学量和表象、带电粒子在电磁场中的运动、近似方法、全同粒子、量子散射，并附有习题
参考答案，为了方便读者使用，还添加了物理常量、元素周期表、常用积分和级数公式、常用函数和
方程作为附录，并且对全书进行了名词索引。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精品教材：量子力学基础》适合高等院校相关专业本科生和准备考研深造的
学生使用。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量子力学基础>>

书籍目录

总序
前言
第1章 量子力学的诞生与发展
1.1 光的波粒二象性
1.1.1 黑体辐射与能量子
1.1.2 光电效应与光量子
1.2 微粒的波粒二象性
1.3 量子力学的发展
习题1
第2章 状态和薛定谔方程
2.1 状态和波函数
2.1.1 微观系统运动状态
2.1.2 归一化
2.1.3 态叠加原理
2.1.4 动量空间波函数
2.2 薛定谔方程
2.2.1 薛定谔方程
2.2.2 定态
2.2.3 概率守恒
2.3 一维定态问题
2.4 一维无限高方势阱
2.4.1 方势阱
2.4.2 分区解
2.4.3 连接条件
2.4.4 能级和波函数
2.4.5 物理意义
2.4.6 动量分布与平均值
2.4.7 一般状态波函数
2.4.8 二维方阱
2.4.9 两个粒子
2.5 有限深对称方势阱
2.6 隧道效应
2.6.1 一维势阶散射
2.6.2 散射边界条件
2.6.3 反射系数与穿透系数
2.6.4 趋肤效应
2.6.5 势垒贯穿
2.6.6 隧道效应
2.6.7 共振穿透
2.6.8 势阱情形
2.6.9 一维多量子垒
2.7 δ势
2.7.1 δ函数
2.7.2 吸引δ势阱
2.7.3 束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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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导数跳跃条件
2.7.5 束缚态能级与波函数
2.7.6 反射系数和穿透系数
2.7.7 散射幅中的束缚态
2.7.8 δ势垒
2.7.9 动量空间解法
2.7.10 多δ势
2.8 周期势
2.8.1 周期势
2.8.2 Floquet定理
2.8.3 Bloch定理
⋯⋯
第3章 力学量和表象
第4章 带电粒子在电磁场中的运动
第5章 近似方法
第6章 全同粒子
第7章 量子散射
习题参考答案
附录1 物理常量
附录2 元素周期表
附录3 常用积分和级数公式
附录4 常用函数和方程
名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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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实验结果是观察到屏上在垂直于束流方向形成两条斑纹，它们对称地分布在原子束
射入位置的两侧，但在对应束线入射位置处并没有斑纹，图4，7，2是施特恩在实验成功后寄给玻尔的
明信片，那是用实验结果的照片做的，从经典力学的观点看，原子轨道角动量的取向应是随机分布的
，在屏上应观察到一条连续分布的斑纹，但结果明显与此不同，因此施特恩一格拉赫实验肯定了空间
量子化的理论·但由薛定谔理论分析，若原子的状态量子数为，则应有2+1条斑纹，不论2是何值，都
应该有奇数条斑纹，而实验的结果却出现了偶数，两条！
 1927年，施特恩和格拉赫用氢原子做了实验，氢原子处于基态时的轨道角动量为零，即r=0，轨道磁
矩也应为零，按薛定谔理论，氢原子束在不均匀磁场中不应该分裂，在屏上只应在原束线入射位置上
有一条斑纹，但实验结果是氢原子束分裂成两束，在屏上出现两条分立的斑纹，实验结果说明基态氢
原子一定也有磁矩，实验中的磁场梯度是可以测定的，通过测量原子束经过磁场后的偏转位移可以测
量原子的磁矩，结果是氢原子和银原子基态的磁矩都是一个玻尔磁子·氢原子中只有一个电子，而磁
矩总是和角动量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原子中电子除了有轨道角动量以外，还可能具有其他未被我们
认识的角动量，而这个角动量是电子固有的。
 由原子束的施特恩一格拉赫实验结果可以引出下列结论： 证实了空间量子化，原子的磁矩在磁场中
只能有几个分立的不连续的取向； 通过对原子束线通过不均匀磁场后位移的定量计算，可以测量原子
磁矩； 对单价原子，即最外层只有一个电子的原子（如银原子和氢原子），在磁场中受到的平移力都
是相同的，这说明所有原子内层电子的角动量和磁矩都相互抵消了，实验测量的只是最外层电子的效
应； 氢原子能级的主要结构是由原子中电子和原子核间的静电作用决定的，通过解薛定谔方程计算氢
原子的能级，能够很好地解释用一般分辨率的光谱仪测得的氢原子光谱，碱金属原子是类氢原子，照
例应该有和氢原子类似的光谱，由银原子的施特恩一格拉赫实验也说明对单价电子原子，所有原子内
层电子的角动量都相互抵消了，只要考虑价电子的角动量，因此，碱金属原子的光谱也较简单，只是
由价电子的能级跃迁引起的，但实际上发现，碱金属如钠，其许多光谱线都有双线结构，这表明钠原
子的能级有较氢原子复杂的结构，图4—7—3（a）给出钠的发射谱和在太阳光谱中的吸收线，图4—7
—3（b）给出钠的相应能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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