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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理论物理学教程·第2卷：场论（第8版）》是《理论物理学教程》的第二卷，根据俄文最新版
译出，讲述电磁场和引力场的经典理论。
书中叙述了相对性原理和相对论力学，基于最小作用原理的电磁场方程的推导，电磁波的传播和辐射
问题，最后几章介绍了广义相对论，同时阐述张量分析的基础理论。
《理论物理学教程·第2卷：场论（第8版）》以其清晰、简洁的风格，例题的原创性和多样性而备受
欢迎。
《理论物理学教程·第2卷：场论（第8版）》可供高等院校物理专业的本科生使用，也可供相关专业
的研究生和科研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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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列夫·达维多维奇·朗道，1908-19681，理论物理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土、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
者。
1908年P月22日生于今阿塞拜疆共和国的首都巴库，父母是工程师和医生。
朗道19岁从列宁格勒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在列宁格勒物理技术研究所开始学术生涯。
1929-1931年赴德国、瑞士、荷兰、英国、比利时、丹麦等国家进修，特别是在哥本哈根，曾受益于玻
尔的指引。
1932-1937年，朗道在哈尔科夫担任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理论部主任。
从1937年起在莫斯科担任苏联科学院物理问题研究所理论部主任。
朗道非常重视教学工作，曾先后在哈尔科夫大学、莫斯科大学等学校教授理论物理，撰写了大量教材
和科普读物。

　　朗道的研究工作几乎涵盖了从流体力学到量子场论的所有理论物理学分支。
1927年朗道引入量子力学中的重要概念——密度矩阵；1930年创立电子抗磁性的量子理论（相关现象
被称为朗道抗磁性，电子的相应能级被称为朗道能级）；1935年创立铁磁性的磁畴理论和反铁磁性的
理论解释；1936-1937年创立二级相变的一般理论和超导体的中间态理论（相关理论被称为朗道相变理
论和朗道中间态结构模型）；1937年创立原子核的概率理论；1940-1941年创立液氦的超流理论（被称
为朗道超流理论）和量子液体理论；1946年创立等离子体振动理论（相关现象被称为朗道阻尼）
；1950年与金兹堡一起创立超导理论（金兹堡-朗道唯象理论）；1954年创立基本粒子的电荷约束理论
；1956-1958年创立了费米液体的量子理论（被称为朗道费米液体理论）并提出了弱相互作用的CP不变
性。

　　朗道于1946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曾3次获得苏联国家奖；1954年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
；1961年获得马克斯·普朗克奖章和弗里茨·伦敦奖；1962年他与栗弗席兹合著的《理论物理学教程
》获得列宁奖，同年，他因为对凝聚态物质特别是液氦的开创性工作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朗道还是丹麦皇家科学院院土、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土、美
国国家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英国和法国物理学会的荣誉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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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七版编者序言
第六版序言
第一版和第二版序言摘录
重要符号
第一章 相对性原理
§1 相互作用的传播速度
§2 间隔
§3 固有时
§4 洛伦兹变换
§5 速度的变换
§6 四维矢量
§7 四维速度
第二章 相对论力学
§8 最小作用量原理
§9 能量与动量
§10 分布函数的变换
§11 粒子的衰变
§12 不变截面
§13 粒子的弹性碰撞
§14 角动量
第三章 电磁场中的电荷
§15 相对论中的基本粒子
§16 场的四维势
§17 场中电荷的运动方程
§18 规范不变性
§19 恒定电磁场
§20 在恒定均匀电场中的运动
§21 在恒定均匀磁场中的运动
§22 电荷在均匀恒定的电场和磁场中的运动
§23 电磁场张量
§24 场的洛伦兹变换
§25 场的不变量
第四章 电磁场方程
§26 第一对麦克斯韦方程
§27 电磁场的作用量
§28 四维电流矢量
§29 连续性方程
§30 第二对麦克斯韦方程
§31 能量密度和能流
§32 能量动量张量
§33 电磁场的能量动量张量
§34 位力定理
§35 宏观物体的能量动量张量
第五章 恒定电磁场
§36 厍仑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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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电荷的静电能
§38 匀速运动电荷的场
§39 库仑场内的运动
§40 偶极矩
§41 多极矩
§42 外场中的电荷体系
§43 恒定磁场
§44 磁矩
§45 拉莫尔定理
第六章 电磁波
第七章 光的传播
第八章 运动电荷的场
第九章 电磁波的辐射
第十章 引力场中的粒子
第十一章 引力场方程
第十二章 引力物体的场
第十三章 引力波
第十四章 相对论宇宙学
索引一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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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为了建立场的作用量Sf的形式，我们从电磁场如下非常重要的性质出发。
实验表明，电磁场满足所谓叠加原理，这个原理可以叙述如下：一个电荷系统所产生的场，是每一个
电荷单独所产生的场简单相加的结果。
这就是说，在每一点的总场强等于在该点的各个场强的（矢量）和。
 场方程的每一个解给出一个在自然界中存在的场，按照叠加原理，任何这样一些场的和也必须是一个
在自然界中存在的场，这就是说，必然满足场方程。
 大家知道，线性微分方程恰恰具有这个特性，即任意一些解的和也是一个解。
因此，场方程必须是线性微分方程。
 从这个讨论可以推断，在作用量Sf积分号内，必定有一个场的二次式，仅仅在这种情形下，场方程才
是线性的；因为场方程是由作用量的变分得来，而在变分的过程中，积分号内的式子的幂将要减小一
。
 势不能包含在作用量Sf内，因为它们还没有唯一地被确定（在Smf中，缺乏这样的唯一性并不重要）
。
因此，Sf应当是电磁场张量Fik的某函数的积分，但是作用量必须是一个标量，因而必须是某一个标量
的积分，这样的量只有乘积EikFik。
 因此，Sf必须有下面的形式： 其中积分应该遍及全部空间和已知的两个时刻之间的时间间隔；a是某
一常数，积分号内的量是FikFik=2（H2—E2），场E包含导数A／t；然而很容易看出，（A／t）2必须
带着正号出现在作用量内（因而E2必须有正号）。
因为假如（A／t）2带着负号出现在Sf内，那么，势对时间的变化要是足够快的话（在我们研究的时间
间隔以内），我们总能够使Sf变为绝对值任意大的负量。
因此，Sf不能有最小作用量原理所要求的最小值。
因此，a必须是负数，a的数值与场的测量单位的选择有关，我们注意，当a以及场的测量单位选定了以
后，所有其他电磁量的测量单位也就确定了。
 从现在起，我们将采用高斯单位制，在这个单位制中，a是一个无量纲的量，其数值是—1／（16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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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理论物理学教程(第2卷):场论(第8版)》可供高等院校物理专业的本科生使用，也可供相关专业的研
究生和科研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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