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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编纂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是中国科学文化事业一项重要的基础工程。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编辑类书的传统。
两千年来曾经出版过四百多种大小类书。
这些类书是中国文化遗产的宝库，它们以分门别类的方式，收集、整理和保存了中国历代科学文化典
籍中的重要资料。
这些书受到中国和世界学者的珍视。
各种类书体例不一，多少接近百科全书类型，但不是现代意义的百科全书。
18世纪中叶，正当中国编修庞大的《四库全书》的时候，欧洲法、德、英、意等国先后编纂出版了现
代型的百科全书。
之后，美、俄、日等国也相继出版了百科全书。
现代型的百科全书扼要地概述人类过去的知识和历史，并且着重地反映当代科学文化的最新成就。
二百多年来，各国编纂百科全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知识分类、编辑方式、图表配置、检索系统等
方面日益完备和科学化。
百科全书的出版在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推动科技创新和社会进步，促进文化交流等方面起着十分重要
的作用，已经成为人们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必需品。
一向有编辑类书传统的中国知识界，也早已把编纂现代型的百科全书作为自己努力的目标。
20世纪初就曾有人试出过几种小型的实用百科全书，但是这些书都没有达到现代百科全书的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当时的出版总署曾考虑出版中国百科全书，稍后拟定的科学文化发展十二
年规划也曾把编纂出版百科全书列入规划，1958年又提出开展这项工作的计划，但都未能实现。
1978年，国务院决定编纂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并成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负责此项工作。
此后，《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各学科分卷陆续出版，至1993年，全书所有学科分卷出齐。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的出版结束了中国没有百科全书的历史，被誉为“中华文化的丰碑”，成
为20世纪末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繁荣发达的一个标志。
《中国大百科全书·物理学》第一版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下，于1987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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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大百科全书·物理学》第二版是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物理学”部分的基础上，对其
内容进行了增补、修订、数据更新后的修订重编版。
该书比较详尽地叙述和介绍古今物理学的基本知识，是反映当代物理学研究水平的新一代百科全书。
在继承第一版的编纂原则和编写理念的基础上，设条和行文更注重综合性和检索性，介绍知识既坚持
学术性、准确性，又努力做到深入浅出，具有可读性，适于中等及其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查检和阅读
，也为全社会各个领域的读者综合运用已有知识成果，并继续有所创新提供了桥梁和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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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物理学冯端物理学是探讨物质与运动基本规律的科学。
内容包括物质结构以及物质运动形式和它们之间的改变与转化。
这一定义虽阐明了物理学的主要特征，但没有将它和其他的自然科学分支明确地予以界定。
首先应对物质的运动形式加上适当的限制：应该不包括与生命现象有关的运动形式，这样就使物质科
学与生命科学区分开来；进而再与涉及化学变化的运动形式加以区分，从而分清物理学与化学的界限
。
这里所指的物质结构为微观结构。
更大尺度的物质聚集态，诸如地层、大气层等属于地球科学的领域；而地球以外的天体，乃至整个宇
宙，属于天文学和宇宙学的领域。
当然各种物质结构层次和运动形式之间必然存在相互关联，这就构成了物理学与其他学科相互交叉的
领域，诸如物理化学与化学物理、生物物理、地球物理、天体物理与宇宙学等。
物理学是建立在大量实验事实的基础上的。
物理实验的特色在于精密而定量的测量，而且应该在可控制和可重复的条件下进行。
只有在取得大量可靠数据并总结出经验规律之后，才能建立融会贯通的理论体系。
物理学的理论是采用数学形式表达的定量规律。
理论一旦建立以后，就要针对特定的问题从理论推导出具体的预言，再通过进一步的实验来证实或证
伪。
经过实验物理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的大量工作和反复印证，物理学的理论才具有较高程度的可信性。
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研究程度的深化和测量精度的提高，又会在新的水平上发现有些现象与原有理
论相悖，导致对原有理论的修正和更改，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推翻原有理论，建立新的理论。
实验研究和理论研究是物理学研究的两种主要工作方式。
由于计算技术的飞速发展，介乎其间的计算机模拟和仿真也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下面将大体上按照物理学发展的历史来概述物理学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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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大百科全书:物理学(精)》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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