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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物理教程(下册)》分为上、下两册，上册内容包括质点运动学、质点动力学、功和能、动量、
刚体力学、振动、波动、狭义相对论、气体动理论和热力学基础；下册内容包括静电场、静电场中的
导体和电介质、电流和稳恒磁场、电磁感应、几何光学、光的干涉、光的衍射、光的偏振、早期量子
论和量子力学基础、固体和激光的量子理论简介、核物理与粒子物理简介，全书还包含六个专题，分
别为：大气的运动，流体力学简介，相变热力学简介，大气电场，晴天大气电导率、体电荷和电流，
大气散射的基本理论与现象，《大学物理教程(下册)》不仅可以让学生学习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而且通过将物理学基本原理与大气科学相结合，可加深学生对物理学原理在大气科学中应用的认识
，
《大学物理教程(下册)》可作为高等院校理工科非物理类本科专业的基础物理课程教材，也可供其他
相关专业选用，并可供中学物理教师进修、自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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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4。纳米技术在光电领域的应用纳米技术的发展，使微电子和光电子的结合更加紧密
，在光电信息传输、存储、处理、运算和显示等方面，使光电器件的性能大大提高。将纳米技术用于
现有雷达信息处理上，可使其能力提高十倍至几百倍，甚至可以将超高分辨率纳米孔径雷达放到卫星
上进行高精度的对地侦察。但是要获取高分辨率图像，就需要先进的数字信息处理技术。科学家们发
现，将光调制器和光探测器结合在一起的量子阱自电光效应器件，将为实现光学高速数学运算提供可
能。美国桑迪亚国家实验室的Paul等发现：纳米激光器的微小尺寸可以使光子被限制在少数几个状态
上，而低音廊效应则使光子受到约束，直到所产生的光波累积起足够多的能量后透过此结构。其结果
是激光器达到极高的工作效率，而能量阈则很低。纳米激光器实际上是一根弯曲成极薄面包圈的形状
的光子导线，实验发现，纳米激光器的大小和形状能够有效控制它发射出的光子的量子行为，从而影
响激光器的工作。研究还发现，纳米激光器工作时只需约100μA的电流。最近科学家们把光子导线缩
小到只有五分之一立方微米体积内。在这一尺度上，此结构的光子状态数少于10个，接近了无能量运
行所要求的条件，但是光子的数目还没有减少到这样的极限上。最近，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把被
激发的钡原子一个一个地送入激光器中，每个原子发射一个有用的光子，其效率之高，令人惊讶：除
了能提高效率以外，无能量阈纳米激光器的运行还可以得出速度极快的激光器。由于只需要极少的能
量就可以发射激光，这类装置可以实现瞬时开关。已经有一些激光器能够以快于每秒钟200亿次的速度
开关，适合用于光纤通信。由于纳米技术的迅速发展，这种无能量阈纳米激光器的实现将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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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物理教程(下册)》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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