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apter 1.1
如何推导要考，如何从单个推导到大量的散射

需要把课后关于卢瑟福散射公式的题目都会就可以了

这个公式给出了原子的结构

是因为可以推倒Z 不同的Z决定了不同的材料

Chapter 1.2
氢原子是最简单的原子 所以我们要用光学的方法来测氢原子的光谱

整数在光谱中出现，说明蕴含了一些问题。蕴含了一些我们不知道的物理规律。从连续过渡到离散。

普朗克的光量子结构的概念，爱因斯坦用光子的概念解释了光电效应，有知道卢瑟福的原子正确的模型，他们的工作都是诱因给数学天才波尔氢原子理论的提

The last opportunity
2022年6月10日 14:03

   分区 新分区 1 的第 1 页    



普朗克的光量子结构的概念，爱因斯坦用光子的概念解释了光电效应，有知道卢瑟福的原子正确的模型，他们的工作都是诱因给数学天才波尔氢原子理论的提

出奠定了基础。

从而得到波尔模型

主义考虑质心的问题。多出来的能量变成了光子，发出的光谱是连续的。

第一次证明了原子内部的能级是分离的（光学的方法）

另一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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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就是一个”吃能量”的过程，这是从碰撞的角度证明能量是分立的（电磁学的方法）。

也有相关的题目分布！

Chapter 2

光学上最重要的：波动学说

量子力学：“research”重新发现，短波的时候波长短，频率高，能量很强，光的粒子性很强，波动性不成主导。

E=hv：光子的能量

光电效应证明了光的粒子性

另一个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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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角度

X射线，看波长的变换

发生碰撞，能量变化，从而波长的变化如上（前提：X射线是一种光，从而验证X射线是一个光子的假设）

这个也要考：！

物质都有波动性然后典型的代表：电子

光是波动的实验：干涉实验，衍射实验，杨氏双缝实验

从而我们希望证明电子也有波动性，进行下述实验

光栅：晶体（因为晶体的波长小，发生衍射需要波长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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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栅：晶体（因为晶体的波长小，发生衍射需要波长小）

p:描述动量，λ：描述波从而有了关系。

电子可以表现成一种驻波，故可以稳定存在。

所有物质都有波粒二象性，只是强弱不同，在此基础上有了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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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经典例子怎么用来表达不确定性关系？简答题必考

以上要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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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要看看

不同的结果仅仅取决于V:一种环境

这一节中几给例子的唯一区别就是V不一样

这些例子与经典有很大区别，

隧道效应：导致了扫描隧道显微镜的出现（可以测到一些光子反过来也证明了量子力学的正确性）

生活中很多半导体的东西都有相关应用，这些例子不重要

Chapt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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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3
薛定谔方程可以直接推导氢原子光谱的这一套东西，所以得到了认可，来自于公理：波粒二象性

第一个应用：解单电子原子（此时的相互作用只有原子和一个电子的相互作用，所以好写V）

1、氢原子是最简单的单电子原子，

2、如果有很多原子但是都在内壳层，而外壳层只有一个，电子和原子核成一个整体：原子实，也看做单电子原子

3、类氢离子（自己看一下），原子核外面最外层只有一个价电子

于是很好写势能项：

波函数物理意义：模的平方表示粒子处于这种状态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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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函数物理意义：模的平方表示粒子处于这种状态的概率

目前还没有考虑电子自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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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角动量守恒的问题：

（量子力学中）大小保持不变，但是方向设特别的对应于L_{x},L_{y}

n, m_{l},l，θ之间的关系要知道，必考！

问题之前我们知道能量的量子化，现在考虑的是方向的量子化（即角动量的量子化：由实验？？？证明要知道）

一个状态和另一个状态之间能不能互换呢？见上述关系。这个公式不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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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有轨道角动量，就有磁矩，就会受力

g_{l}对于电子的时候是1，

我们给出了磁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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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给出了磁矩。

不同的m_{l}，代表不同的轨道角动量的方向，而磁场方向B是确定的，所以不同的m_{l}因此和磁场的作用力不同，作用能量改变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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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eman效应要看，能及数目多了，发出的光的选择多了。也要满足选择定则。

上公式要会推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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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公式要会推导

电子自旋是一种类别属性，不是真的在转，此时的g_{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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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一些公式会给，不用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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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一些公式会给，不用知道

修正！

自己要自己去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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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选择定则要背！（已经考虑自旋）

概念：简并度，要背！自己看书

必考！

看看都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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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都看看

几乎不考虑兰姆位移，了解即可

recall：

1、单电子

2、轨道角动量的概念方向的量子化

3、电子自旋，和轨道角动量相互作用

Chapter 4

最重要的东西：泡利不相容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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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描述泡利不相容原理，选择性必考！

交换对称性和交换反对称性的概念，必考！

什么是壳层什么是支壳层，必考！

Q:多电子原子的原子组态呢？
LS耦合，JJ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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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运算法则还是要会的

M_{J}:表示总角动量的方向，是取分离的值，是量子化的

J_{z}=M_{J}\ba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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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_{z}=M_{J}\bar{h}.

要考虑半满，什么是半满？要掌握！

同科电子的例子要背，必考！看之前的PPT

能量最低状态怎么搞，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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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最低状态怎么搞，必考！

必须背！！！这个不会给

X射线的相关知识要会，选择题，概念题必考！

认知辐射，必须要把课后题做了，PPT讲的概念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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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辐射，必须要把课后题做了，PPT讲的概念要会！

这个跃迁，考试：画出辐射跃迁，必考！

总结：课后题都要会，上课讲的看一看，知道一些基本的概念其实就可以了。

   分区 新分区 1 的第 24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