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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1998年到2003年，我在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UCL）连续给三年级学生上《
天体光谱学》这门课，本书就是紧接着讲稿出版的。
参加听课的学生，事先已经读过量子力学的初级课程，亦即粗晓氢原子，但没有原子物理或光谱学的
更多知识。
本书就是在这种水平的预备知识的前提下展开的。
　　没有许多人的帮助，本书是根本难以完成的。
首先我要感谢Bill Somerville，是他率先开设了《天体光谱学》这门课，并且在我之前已经教了两年。
他毫无私心地把他的讲稿和其他资料都交给了我。
我同样应当感谢Ceinwen Sanderson，是他帮助我把手稿长卷转成LATEX文本。
我还对同事TonyLynasˉGray，Bill Somerville，Peter Storey以及JeremyYates等表示感谢，因为他们对本书
的初稿作了广泛的评说。
我还要对我的研究生Bob Barber和Natasha Doss表示衷心的谢意，他们帮助我验算了全部习题并纠正了
许多差错。
凡是参与过有益订正的人我都表示感谢，书中遗留的任何差错都归我本人。
　　我同样要感谢参加《天体光谱学》听课的学生，给他们上课十分有趣，不仅仅是因为能把天体物
理学的最新进展随时直接融入讲课之中，更因为2003级学生还对本书的内容作了许多有益的评论和建
议。
　　有关光谱学的图书都需要好的插图来烘托，我也厚着脸皮从文献和其他图谱资料中寻找到了本书
的插图。
我要感谢X iaowei Liu，他帮我把许多出版了的图谱数字化。
我的学生Iryna Rozum，我的儿子Matthew，尤其是David Rage，他们帮助我完成了其他的插图。
我还要对杂志社和论文的作者表示感谢，他们毫不犹豫地答应我引用作品，尤其是允许引用其插图，
在本书的插图说明中，我对每份杂志，每一个作者都一一注明并给予致谢。
　　最后，我还要对UCL的天文学家们，不管现在的还是过去的，表示衷心的感谢，因为他们耐心而
毫无保留地回答了我向他们请教的很多天体物理问题。
其中最突出的是Pete Storey和M ike Barlow，还有午餐俱乐部的其他成员，我都不能忘怀。
如果没有你们，我的天文学知识只可能停留在我来到UCL之前的无知的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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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类所知的关于宇宙的几乎全部知识都是通过对来自天体的光的研究获得的。
要了解这类光的信息，首先需要借助望远镜把光分解为不同的原色，同时还要知道原子分子的量子力
学的详细知识，本书就是根据作者在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给学生讲授《天体光
谱学》的讲稿基础上写成的。
全书着重描述理解、解释天体光谱所必需的原子物理和分子物理基础知识。
全书共10章，分别讲述天体光谱的记录、谱项的性质、原子氢、复杂原子、氦光谱、碱金属原子、星
云的光谱、X射线谱、分子结构、分子光谱等。
各章都有习题，书后附有习题解答。
这是近年来出版的唯一一本兼顾天体物理研究和原子分子物理结构研究的教科书，不但适宜于高年级
大学生和研究生用作教材，书中所列的大量文献也有利于相关专业的专家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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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Jonathan Tennyson
   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UCL）教授，物理和天文系主任。
1977年获剑桥King s College自然科学学士学位，1980年在导师John Murrel指导下，取得Sussex大学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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