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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戈革翻译的《尼耳斯·玻尔集(第1卷早期著作1905-1911》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的
全集的第一卷《早期著作（1905—1911）》，J·汝德·尼耳森编，主要反映玻尔的早期科学业绩，如
水的表面张力的测定、金属电子论的研究。
卷前有首任主编、玻尔的优秀学生L·罗森菲耳德撰写的《玻尔传略》。
另有该卷编者尼耳森写的前言，综述第一卷的主要内容。
本卷为三编，每一编前又有叙述详尽的引言介绍玻尔在某一特定研究阶段的工作与交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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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丹麦）尼耳斯·玻尔（Bohr N.H.D.） 译者：戈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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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译者说明
总序
第一卷  前言
目录
期刊名缩写表
尼耳斯·玻尔传略
    1．家庭和教育(1885-1910)
    2．在英国的学习生活(1911—1912)
    3．量子公设(1913)
    4．原子和辐射(1914—1925)
    5．量子力学和互补性(1925—1935)
    6．核物理学(1936—1943)
    7．公众事务和认识论(1943—1962)
    第一编水的表面张力
引言
    1．最早的工作
    2．丹麦科学院获奖论文
    3．关于一个力学问题的讨论
    4．应征论文的审定
    5．第一篇皇家学会论文
    6．获奖论文的附录
    7．第二篇皇家学会论文
Ⅰ. 关于表面张力的曲线
Ⅱ．1905年度物理学获奖论文
Ⅲ. 第一篇皇家学会论文
  用水注振动法测定水的表面张力
Ⅳ. 获奖论文的附录
Ⅴ. 第二篇皇家学会论文
    论新形成的水面的表面张力的测定
    第二编  金属电子论
引言
    1．科学硕士论文(1909)
    2．博士论文(1911)
    3．大陆物理学家们对博士论文的早期反应(19ll一1912)
    4．和英国物理学家们进行的讨论，用英文发表博士论文的早期努力(1911-1913)
    5．关于温差电现象电子论的评注(1912)
    6．关于金属电子论的演讲(1914)
    7．在美国出版博士论文的初次尝试(1914)
    8．和G·H·里文斯及O·w·瑞查孙的通信(1915)
    9．在美国出版博士论文的最后尝试(1920)
    10．保罗·苏特尔关于金属电子论的一本书(1920)
    11．关于金属电子论的最后通信(1928)
Ⅰ. 科学硕士论文
    引言
    金属中电子运动的普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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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传导和热传导
    接触电和温差电
    周期力作用下的电传导
    磁场对自由电子的运动的影响
Ⅱ. 博士论文
    金属电子论的研究
Ⅲ. 关于博士论文的通信(1911）
    1．K·贝代克尔
    2．E·L·雷德勒
    3．P·德拜
    4．M·莱思伽额姆
Ⅳ. 关于金属电子论的演讲
Ⅴ. 给奥席恩和麦克拉润的信(1911年12月)
    1．尼耳斯·玻尔给C·w·奥席恩的信
    2．尼耳斯·玻尔给S·B·麦克拉润的信
Ⅵ．关于J·斯塔克所作一篇论文的评注(1912)
Ⅶ. 关于温差电现象电子论的评注(1912)
Ⅷ. 1914年春季在哥本哈根大学讲授金属电子论的讲义
Ⅸ. 和G·H·里文斯的通信11915)
Ⅹ. 和0·W·瑞查孙的通信(1915)
    第三编家书选(1909—1916)
引言
书信原文(汉译本略去)
书信汉译本Ⅰ据英译本译出)
尼耳斯·玻尔文献馆所藏家庭通信总目
尼耳斯·玻尔文献馆所藏稿本简目
    关于表面张力和金属电子论的文件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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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玻尔对于卢瑟福原子模型的含意的敏锐考察并没有停止在认识原子序数（它概括了
元素的物理学的和化学的全部行为）和原子中电子数目之间的关系的存在上。
他断然地进攻了一个更加困难得多的问题，就是确定这一关系的确切本性的问题，而这就等于要对有
核模型所代表的原子结构进行动力学的分析。
循着J·J·汤姆孙的范例，玻尔假设各个电子是在核周围对称地分布成一些同心圆环的。
于是他就不得不面对一个在汤姆孙模型中并不存在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说明这种圆环组态的稳定性
；这种稳定性是不可能仅仅由静电力来加以保持的。
 玻尔根据他对金属中电子行为的研究已经确信经典电动力学的适用性在原子范围内将受到一种根本性
的限制，而且他也毫不怀疑这种限制将在某种方式下受到普朗克作用量子的支配。
人们已经知道怎样将谐振子的运动加以“量子化”，也就是怎样在无限多种可能的运动中选出一系列
分立的运动，它们由按照hv的有限倍数而递增的能量值来表征，此处h是普朗克的普适恒量，而v是振
子的频率。
人们不妨尝试将类似的量子化手续应用在原子中电子的运动上，它们的“频率”可以认为和在原子对
光的散射中所观测到的那些共振频率相等同。
于是，由频率wn来表征的一个容许运动态，就将具有形如Wn=Knhwn。
的结合能，此处n是态的整数编号，而K是可能依赖于运动类型的某一数值因子。
这样一个公式可以同经典理论所给出的结合能和运动振幅之间的关系式结合起来，以得出运动振幅（
其数量级已经根据各种有关原子尺寸的证据成为已知）和由光学测量求得的对应共振频率之间的关系
。
不难肯定，进入这样一个关系式中的普朗克恒量的数量级，确实导致人们所预期的[其他各量的]数量
级，但是，不管多么鼓舞人心，这样一种粗略的验算显然是不足以建立量子条件的确切形式的。
 在这种紧要关头，玻尔通过一件辉煌的工作而对问题得到了深入得多的洞察；如他自己所说，他“夜
以继日地”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这一工作。
这一问题对于卢瑟福的实验室来说是有直接兴趣的；在a粒子穿透物质性媒质的过程中，它们将通过
使它们所击中的原子发生电离而不断地损失能量，其损失能量的快慢依赖于粒子的速度；这种能量损
失限制了粒子所能进入媒质的深度，而这一深度或“射程”和速度之间的关系就提供了一种确定粒子
速度的方法。
玻尔所作的就是在卢瑟福原子模型的基础上分析这种电离过程，并由此而通过一个比以往所得到的更
加精确得多的公式将能量的损失率用粒子速度表示出来——这事实上是近代量子力学只对它作出了非
本质改进的一个公式。
玻尔对原子碰撞问题的兴趣从未稍减。
在30年代初期，当这些过程的近代理论正在被制订时（特别说来是正在由H·贝忒、F·布劳赫和E·J
·威廉斯来制订时），他也在工作中起了很活跃的作用；那工作的很大部分是在哥本哈根完成的。
而且，到了1948年，他还写了一本综合说明整个问题的杰作，人们在那本书中仍能看到近代化形式下
的他的早期分析”。
 但是，这种分析的成功使他所看到的却是，虽然完全不能说明原子中电子的周期运动的稳定性，经典
理论却能够以毫不减色的本领来处理穿过一个存在电场的区域的那种带电粒子的非周期运动。
这就意味着，不论作用量子的存在蕴涵了多么根本性的同经典概念的决裂，人们都必须预期，对于频
率越来越低的运动，量子理论即将逐渐地并入经典理论之中。
而且人们可以期望，作用在原子体系的上面或内部的那些力的很缓慢的逐渐改变所带来的后果，将可
以利用经典理论来正确地进行估计。
这是一些巧妙的说法；玻尔曾经很巧妙地使用过这些说法，并终于把它们发展成了一些强有力的启发
式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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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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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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