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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和科研成果，把高等量子力学该讨论的内容及相关的数学方法，作了全面的
归纳分析，再整理出易于读者理解的逻辑体系，并于1981年首先写出讲义，此后又边教边改，千锤百
炼才写成这本书。

全书共分十章，分别讲述量子力学的基本概念和方法、量子散射理论、量子力学中的对称性和角动量
理论、电磁场的量子化及其与荷电粒子的相互作用、密度矩阵与量子统计、量子力学中的相位、电子
在磁场中的运动、量子多体问题方法及其应用、相对论性量子力学、从实验看量子力学基本解释。
书中不少内容，如Levinson定理、几何相、Casimir效应、分数统计、狭义相对论本质、量子力学的基
本解释等，都反映了作者的专题研究成果。

本书可作为物理类研究生的教材和高年级学生的参考书，对于有关学科的研究人员都是案头必备的参
考书。
它将帮助你从量子力学这扇大门走向各自的前沿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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