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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量子真空物理是研究量子真空的结构、运动规律及其空间、时间特性的科学。
本书由浅入深着重阐述了与量子真空有关的基本的物理概念和物理思想，尽量避免过多的数学推演和
计算技巧。
全书共有9章，内容可以概括为4个方面：首先是真空概念的演变(第一章)，其次是量子场论真空(第二
、三章)，再次为量子引力真空(第四、五、六、七、八章)，最后是量子真空的本体诠释(第九章)。

本书可供高等院校物理系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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