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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8.1概论 8.1.1统计热力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 ①何谓统计热力学？
以较简洁的方法将系统的微观性质与宏观性质联系起来，用分子的微观性质与分子间的相互作用表示
出系统的热力学函数、函数间的关系及热力学性质。
这样得到的理论系统，称为统计热力学。
 ②统计热力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对象与热力学一致。
研究含有大量粒子的平衡系统。
 ③热力学与统计热力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区别：热力学属于宏观理论，是由热力学两个经验定律为基础
，研究平衡的宏观系统各性质之间的相互关系。
能预测过程能否进行的方向和限度。
具有高度的可靠性和普遍性。
由于热力学不研究系统的微观性质，所以不能给出微观性质与宏观性质之间的联系。
统计热力学的研究方法是微观的方法，从系统所含粒子的微观性质（如速度、动量、位置、转动、振
动等）出发，以粒子运动时普遍遵循的力学规律为基础，用统计的方法，从大量微观粒子的集合体中
，找出单个粒子所没有的统计规律性，直接推求大量粒子运动的统计平均结果，以得出平衡系统各种
宏观性质（如压力、热容、熵等热力学函数）的具体数值。
统计热力学把系统的微观性质和宏观性质联系起来了。
对简单分子构成的系统，使用统计热力学的方法进行运算，其结果是令人满意的。
但对复杂分子构成的系统或凝聚系统，应用统计热力学的结果还存在着很大的困难。
 热力学和统计热力学从两个不同的方向研究大量粒子运动的规律，彼此联系，互为补充。
 8.1.2统计系统的分类 本章把构成系统的气体、液体或固体的分子、原子或离子统称为粒子，或简称为
子。
为了研究的方便，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将统计热力学研究的系统加以分类。
 ①依据粒子能否分辨，系统分为定位系统和非定位系统。
 定位系统：有固定位置，粒子可区分。
也称为定域子系统。
如晶体。
 非定位系统：粒子处于混乱状态，不可分辨。
也称为离域子系统。
如气体、液体。
 ②依据粒子间有无相互作用，系统分为独立子系统和相依子系统。
 独立子系统：粒子间无作用力或作用力可忽略。
如理想气体。
系统的总能量是组成该系统的各个粒子的能量之和。
 相依子系统：粒子间作用力不可忽略。
如液体、真实气体。
系统的总能量除了包括该系统的各个粒子的能量之和，还包括粒子间相互作用的势能Up。
势能Up与各个粒子在空间的位置有关。
 由于要考虑粒子间相互作用的势能，相依子系统相较独立子系统在理论处理上要复杂得多，故本章只
讨论独立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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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学校教材:物理化学(下册)》使用国内物理化学常用教材的基本框架，重点阐述了物理化学的基
本概念和基本理论。
对各章节的重点及难点内容，尽可能写得通俗易懂，但又不失严谨性。
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书中也介绍了一些新的内容于相关的章节之中，希望能拓宽教材的深度和广度
。
各章内都有例题，章末有思考题和习题，以便于读者自学与练习，提高解题能力，巩固所学知识。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物理化学（下册）>>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