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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刘金远编著的《计算物理学(附光盘)》是作者在多年教学实践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对计算物理的教
学内容精选、构建、充实和整理而写成的。
全书内容主要包括三部分：(1)常用的典型数值方法：线性和非线性方程的数值解法、函数近似方法、
数值微分和数值积分方法及常微分和偏微分方程数值方法等；(2)蒙特卡罗方法和分子动力学方法
；(3)有限单元法简介。
本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计算物理方法及其应用实例，并注意了各部分内容的内在联系和自洽，以适应
不同层次的需要。
本书附有全部例题的相应计算程序和书中附图运行程序的光盘。

《计算物理学(附光盘)》可作为高等学校物理及其他相关专业本科生的计算物理课程教材或参考书，
也可供研究生及相关科研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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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7.2 随机数和随机抽样 用蒙特卡罗方法在计算机上模拟一个随机过程，就是要产生
满足这个随机过程概率分布的随机变量。
最简单和最基本的随机变量就是（0，1）区间上均匀分布的随机变量，这些随机变量的抽样值称为随
机数。
所以以后谈到随机数，如果不加特别说明，就是指（0，1）区间上均匀分布的随机数。
其他分布的随机变量的抽样值可借助均匀分布的随机数得到。
 掷骰子会产生1～6范围内的随机整数；抽奖用的摇号码机则可产生0～9范围内的随机整数。
这些真正的随机数除统计规律外无任何其他规律可循。
在科学计算中通常按照某种算法给出随机数，称为伪随机数，或称赝随机数。
伪随机数具有两个主要特性：一个是伪随机数具有一定的周期，设其周期为n。
通常要求产生随机数的周期n足够大，以使其在整个使用过程中不表现出其周期性。
例如，计算机中的伪随机数发生器要求其周期大于计算机的记忆单元数；伪随机数的统计性质是表征
随机数品质的另一重要指标。
对均匀分布的随机数，既要求随机数产生的随机性，又要求产生的随机数分布的均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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