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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物理（下册）》是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物理学与天文学教学指导委员会物理基础课程教学
指导分委员会编制的《理工科类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2010年版）并结合编者多年的教学实
践经验而编写的。
本书在确保基础扎实、内容简练的前提下，着重于物理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及思维方式的介绍，尽量
避免一些繁琐的数学运算，体现了创意新、视点高和内容现代化的特色。
　　《大学物理（下册）》内容包括：振动、波动、光学、气体动理论、热力学基础、量子物理。
　　《大学物理（下册）》可作为高等学校理工科类大学物理课程的教材或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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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阅读材料（11） 荧光 荧光是指一种光致发光的冷发光现象。
当某种常温物质经某种波长的入射光（通常是紫外线或X射线）照射，吸收光能后进入激发态，并且
立即退激发并发出比入射光的波长更长的出射光（通常波长在可见光波段）；而且一旦停止入射光，
发光现象也随之立即消失。
具有这种性质的出射光就被称之为荧光。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通常广义地把各种微弱的光都称为荧光，而不去仔细追究和区分其发光原理。
 1.简介 从激发态分子衰变为自旋多重度相同的基态或低激发态时的自发发射现象。
由多重度相同的状态间发生辐射跃迁产生的光，如S1→S0的跃迁。
分子由激发态回到基态时，由于电子跃迁而由被激发分子发射的光。
物质经过紫外线照射后发出荧光的现象可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自发荧光，如叶绿素、血红素等经
紫外线照射后，能发出红色的荧光，称为自发荧光；第二种是诱发荧光，即物体经荧光染料染色后再
通过紫外线照射发出荧光，称为诱发荧光。
气态自由原子吸收光源的特征辐射后，原子的外层电子跃迁到较高能级，然后又跃迁返回基态或较低
能级，同时发射出与原激发波长相同或不同的发射即为原子荧光。
原子荧光是光致发光，也是二次发光。
当激发光源停止照射之后，再发射过程立即停止。
原子荧光可分共振荧光、非共振荧光与敏化荧光等三种类型。
测荧光一定要有仪器。
通常用来检测物质所含荧光量的仪器我们称之为荧光分光光度计。
荧光分析仪的基本结构：激发光源、激发单色器、样品室、发射单色器及检测系统。
荧光物质的量子效率定义为出射荧光光子数和入射光光子数的比。
 2.原理 光照射到某些原子时，光的能量使原子核周围的一些电子由原来的轨道跃迁到了半径更大的轨
道，即从基态变到了第一单线态或第二单线态等。
第一单线态或第二单线态等是不稳定的，所以会恢复基态，当电子由第一单线态恢复到基态时，能量
会以光的形式释放，所以产生荧光。
 3.概念区分 由光照（通常是紫外线或X射线）激发所引起的发光称为光致发光，例如荧光和磷光；由
化学反应所引起的发光称为化学发光，演唱会上用的荧光棒是通过两种化学液体混合后发生化学反应
发光的；由阴极射线（高能电子束流）所引起的发光称为阴极射线发光，电视机显现管的荧光屏发光
就是阴极射线发光；生物体的冷发光现象是生物发光，比如萤火虫发出的光，是“萤光”，“萤”字
在古汉语中与“荧”字通假，部分华文地区，“萤”字与昆虫有关。
荧光在台湾多称萤光；在中国大陆多称荧光，而“萤光”则通常是指萤火虫发出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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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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