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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ｎａｃｈ空间中差分方程的
正则性
ＲａｖｉＰ．Ａｇａｒｗａｌ等　　著
　　本书作者详细地介绍了差分方程的最
大正则性，系统地论述了最大正则性方法，

概述了基本线性差分方程及其相关结果。

离散半群理论、余弦算子理论等，也是本书

呈现的新颖内容，作者还给出了差分方程

领域中的一些公开性问题，特别是泛函分

析中的问题供读者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全书共分７章：１．离散的半群与余弦
算子，主要内容有Ｂａｎａｃｈ空间中的差分方
程、变换方法、离散半群算子、离散余弦算

子和离散正弦算子；２．最大正则性与 Ｆｏｕ
ｒｉｅｒ乘子方法，主要内容有ＵＭＤ空间、Ｒ－
界、最大Ｌｐ正则性、向量值Ｆｏｕｒｉｅｒ乘子和
Ｂｌｕｎｃｋ定理；３．一阶线性差分方程，主要
内容有最大Ｌｐ正则化特征、ｐ为１、２和∞
时的ｌｐ正则性；４．一阶半线性差分方程，
主要内容有半线性问题解的存在性和局

部扰动；５．二阶线性差分方程，主要内容
有最大正则化问题的离散、精确离散、精

确二阶差分方程、加权 Ｌｐ空间中的正则
性、适定性和最大正则化空间；６．二阶半
线性差分方程，主要包含半线性二阶差分

方程、精确半线性二阶方程、加权空间上

的半线性问题、局部扰动、谐振子问题的

局部扰动和加权空间上的局部扰动；７．应
用，主要内容有半线性差分方程、Ａｒｅｎｄｔ?
Ｄｕｅｌｌｉ型定理、Ｒ界准则、稳定性、有界性、
渐近性、ＲＦＤＥ的正则性和具有无限衰减
的Ｖｏｌｔｅｒｒａ差分系统。
　　本书系统讨论了 Ｂａｎａｃｈ空间上差分
方程的正则性，可供研究差分方程、泛函

分析及其相关研究领域的研究生和科研

人员阅读和参考。

朱永贵，教授

（中国传媒大学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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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异性导论
ＳｈｉｈｏｋｏＩｓｈｉｉ　　著
　　在过去研究代数簇结构过程中，奇异
性没有被研究者重视起来。经过３０年的
研究，目前发现奇异性在研究代数簇框架

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如果没有

奇异性的研究就不可能建立极小模理论，

再如代数簇模空间具有紧致性，其边界就

具有奇异性。这些例子说明奇异性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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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非常必要，而且正在成为科学家研究的

重要课题。本书作者就是由浅入深地介

绍了奇异性理论，重点论述了代数簇中孤

立奇异性。通过引入代数簇、层、同调代

数，论证了二维孤立奇异性，对于高维孤

立奇异性也作了详尽的论述。

　　全书共分９章：１．引言，主要内容有奇
异超曲面、奇异曲面的割、奇异商和覆盖

奇异性；２．层、代数簇和解析空间，主要内
容有拓扑空间上的层结构、解析空间和代

数簇；３．同调代数与对偶，主要内容有单
射分解、函子、函子 Ｅｘｔ、层的上同调、生成
函子、对偶和谱序列；４．奇异性定义与奇
异性分解，主要内容有奇异性定义、代数

定理、奇异性分解、爆破性和奇异性的环

分解；５．除子与层，主要内容有局部自由
层、可逆层、可除层、除子、标准层、标准除

子和除子的相交数；６．与奇异性有关的微
分形式，主要内容有分歧公式、标准奇异

性、有理奇异性和正规孤立奇异性的分

类；７．正规二维奇异性，主要内容有曲面
上的奇异性分解、有理奇异性、商奇异性、

有理双重点、椭圆奇异性、二维 ＤｕＢｏｉｓ奇
异性和二维奇异性的分类；８．高维奇异
性，主要内容有混合 Ｈｏｄｇｅ结构、ＤｕＢｏｉｓ
奇异性、极小模问题、高维标准奇异性和

高维孤立 １?Ｇｏｒｅｎｓｔｅｉｎ奇异性；９．奇异性
的变形，主要内容有奇异性的变形种类与

半通用变形。

　　本书适合代数几何、奇异性理论专业
的研究生阅读和参考。对从事基础数学

和代数几何的科研人员也是有益的读物。

朱永贵，教授

（中国传媒大学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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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经典与量子动力学的

几何学
ＪｏｓéＦ．Ｃａｒｉｅｎａ等　　著
　　本书是在 ２０多年前出版的（Ｔｈｅ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Ｂａｓｅ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一书的基
础上，精心策划撰写而成的一部详细阐述

动力学描写中几何学作用的高等学术专

著。几何学是一门古老的数学学科。在

经典力学，特别是广义相对论中曾经起着

重要的作用。２０世纪后半叶随着量子力
学和量子场论的蓬勃发展，几何学和拓扑

学概念在Ｙａｎｇ?Ｍｉｌｌｓ理论和其它物理学分
支，诸如凝聚态物理中新型的集团现象、

分数量子 Ｈａｌｌ效应以及高温超导等展示
了其重要性，并取得了极大成功。

　　本书旨在为博士生提供完全的、通过
几何学和拓扑学起重要作用的物理系统

实例。近年来出现了许多几何学和拓扑

学的书籍，探究现代场论和其它一些物理

实例，讨论了几何结构在描写诸如电子 －
磁单极系统、相对论自旋粒子或在一个非

ＡｂｅｌＹａｎｇ?Ｍｉｌｌｓ场中运动的粒子等各种物
理理论中的重要作用。作者希望提供一

种综合的处理方法，给出共同的指导原则

而不只是罗列一些结果。从而满足青年

学生和初入门的研究人员希望对相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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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快速了解的迫切需要。

　　作者们意识到，把几何结构引进来描
写实际的动力学系统有各种可能的方法，

但实际上，人们很难判断到底哪一种更

好。在本书中作者们的抉择是：在一个给

定物理系统的动力学描写中所有的几何

结构都应当被动力学确定，与给定的动力

学相容，并与相应的实验数据自洽。

　　对于本书追求的目标而言，作者们并
不关心系统描述的具体尺度、它们是经典

的还是量子的，也不关心做实验的解释即

测量过程的理论描述。重点放在动力学

理论的一些基本方面的数学理解。阐述

处理动力学系统的一些标准思想。

　　全书内容共分１０章：１．线性和非线性
物理系统及它们的方程的一些例子；２．几
何学和动力系统语言：线性范例；３．动力
学系统的几何化；４．动力学系统的不变结
构：泊松动力学；５．哈密顿和拉格朗日的
经典公式体系；６．厄米空间几何学：量子
演化；７．折叠与展开的经典和量子系统；
８．可积与超可积；９．Ｌｉｅ?Ｓｃｈｅｆｆｅｒｓ系统；１０．
附录。

　　本书为了能适应广泛的读者，在风格
上和内容的取舍上并非完全统一。有些

部分面向只有线性代数与微积分学基本

知识的读者。也有些用星号标出的内容

用了一些更高等的数学，试图给出对一些

主题的更深入理解。本书对于数学物理

领域的教学与研究人员极具参考价值。

丁亦兵，教授

（中国科学院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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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ｎａｃｈ空间中的泛函分析
与应用最优化

非凸变分模型中的应用

ＦａｂｉｏＢｏｔｅｌｈｏ　　著
　　本书介绍了实分析与泛函分析的基
本概念，给出了变分学、凸分析、对偶理论

和最优化方法等内容。作者详尽地讨论

了测度、积分和 Ｓｏｂｏｌｅｖ空间的实际应用，
从对偶的角度论述了非线性非凸变分问

题的求解方法，给应用数学家、工程师、物

理学家呈现了许多新颖的对偶思想。

　　全书共分三部分，由２３章组成。第１
部分 泛函分析的基本知识，含第１－８章：
１．拓扑向量空间，主要内容有引言、向量
空间、拓扑向量空间的性质、紧致性、赋范

度量空间、Ａｒｚｅｌａ?Ａｓｃｏｌｉ定理、线性映射、
连续性、Ｂａｎａｃｈ空间中的一些经典结论、
Ｈｉｌｂｅｒｔ空间和正交基；２．Ｈａｈｎ?Ｂａｎａｃｈ定
理与弱拓扑，主要内容有引言、Ｈａｈｎ?Ｂａ
ｎａｃｈ定理、弱拓扑、可分集和一致凸空间；
３．线性算子，主要内容有有界算子的拓
扑、伴随算子、紧算子、正算子的平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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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算子的谱、有界自伴随算子的谱定

理、酉变换的谱分解、无界算子、对称算子

和自伴随算子；４．测度与积分，主要内容
有基本概念、简单函数、测度、简单函数的

积分、带号测度、Ｒａｄｏｎ?Ｎｉｋｏｄｙｍ定理、外
测度、可测性和Ｆｕｂｉｎｉ定理；５．ｎ维实空间
中的Ｌｅｂｅｓｇｕｅ测度，主要内容有引言、外
测度的性质、Ｌｅｂｅｓｇｕｅ测度、可测集的性质
和Ｌｅｂｅｓｇｕｅ可测函数；６．关于测度与积分
的进一步讨论，主要内容有 Ｒｉｅｓｚ表示定
理和 Ｌｅｂｅｓｇｕｅ点；７．广义函数，主要内容
有广义函数导数和广义函数举例；８．Ｌｅｂｅ
ｓｇｕｅ空间与 Ｓｏｂｏｌｅｖ空间，主要内容有 Ｌｐ
空间的定义与性质、Ｓｏｂｏｌｅｖ空间、Ｓｏｂｏｌｅｖ
嵌入定理、Ｓｏｂｏｌｅｖ嵌入定理的证明、迹定
理和紧嵌入。第２部分 变分凸分析，含第
９－１１章：９．变分计算的基本概念，主要内
容有引言、Ｇêｔｅａｕｘ变分、Ｆｒéｃｈｅｔ微分、Ｌｅｇ
ｅｎｄｒｅ?Ｈａｄａｍａｒｄ条件、Ｗｅｉｅｒｓｔｒａｓｓ条件、ｄｕ
Ｂｏｉｓ?Ｒｅｙｍｏｎｄ引理、Ｗｅｉｅｒｓｔｒａｓｓ?Ｅｒｄｍａｎｎ
条件和自然边界条件；１０．凸分析，主要内
容有凸集、凸函数、对偶凸优化、Ｍｉｎ?Ｍａｘ
定理、松弛性和 Ｅｋｅｌａｎｄ变分原理；１１．约
束变分最优化，主要内容有基本概念、对

偶性、Ｌａｇｒａｎｇｅ乘子定理、不等式约束、二
阶最优化必要条件、Ｂａｎａｃｈ不动点定理和
灵敏度分析。第３部分应用，含第１２－２３
章：１２．对偶原理的应用，主要内容有引
言、主对偶原理、其它对偶原理、数值实例

和结论；１３．对偶在板模型中的应用，主要
内容有引言、主对偶原理、数值求解及其

结果和结论；１４．Ｇｉｎｚｂｕｒｇ?Ｌａｎｄａｕ方程，主
要内容有引言、Ｇｉｎｚｂｕｒｇ?Ｌａｎｄａｕ方程的解
的存在性、凹对偶变分原理和数值实例；

１５．完全 Ｇｉｎｚｂｕｒｇ?Ｌａｎｄａｕ系统，主要内容
有引言、完全Ｇｉｎｚｂｕｒｇ?Ｌａｎｄａｕ系统全局解
的存在性、最优控制问题、逼近误差、Ｌａ

ｐｌａｃｅ方程的解、最优控制问题的数值实例
和结论；１６．Ｇｉｎｚｂｕｒｇ?Ｌａｎｄａｕ系统的对偶
与计算，主要内容有引言、对偶原理、

Ｇｉｎｚｂｕｒｇ?Ｌａｎｄａｕ方程的数值方法、有关
ＰＤＥ方程组的一些结论、求解ＰＤＥ方程组
的逼近方法、求解一阶偏微分方程组的

Ｎｅｗｔｏｎ方法和结论；１７．标量和向量多孔
变分问题的对偶原理，主要内容有引言、

预备知识、主对偶原理、标量多孔问题、应

用于相平移问题的向量多孔模型的对偶

和结论；１８．多孔问题的对偶原理的进一
步探讨，主要内容有引言、主对偶原理、相

平移模型的另一个对偶原理、板模型的最

优设计与控制、数值实例和结论；１９．量子
力学模型的对偶与计算，主要内容有引

言、对偶原理、数值实例和结论；２０．对偶
在弹性最优设计中的应用，主要内容有引

言、对偶原理、数值实例和结论；２１．对偶
在微磁学中的应用，主要内容有引言、硬

单轴情况下的对偶原理、半线性下的对

偶、数值实例和结论；２２．广义直线法在流
体力学中的应用，主要内容有引言、定常

Ｅｕｌｅｒ方程的解、求解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偏微分
方程组的广义直线法、数值实例和结论；

２３．对偶在梁结构模型最优控制与最优设
计中的应用，主要内容有引言、对偶原理、

数值实例和结论。

　　本书主要论述了泛函分析、变分学和
最优化在物理与工程领域的应用，内容由

浅入深，层次清晰，论证严谨。该书适合

应用数学、物理学、工程学及其相关领域

的研究生和科研人员阅读和参考。

朱永贵，教授

（中国传媒大学理学院）

ＺｈｕＹｏｎｇｇｕｉ，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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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ｍｉｓｔｏｃｌｅｓＭ．Ｒａｓｓｉａｓ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ＩｎＨｏｎｏｒｏｆｔｈｅ６０ｔｈＢｉｒｔｈｄａｙｏｆＰａｎｏｓ
ＴｈｅｍｉｓｔｏｃｌｅｓＭ．Ｒａｓｓｉａｓ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ｌｉｎ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ｃｏｍ／ｂｏｏｋ／
１０．１００７／９７８－１－４９３９－０８０８－０
Ｅ－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４９３９０８０８０
Ｐ－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４９３９０８０７３

科学与工程中的最优化
纪念ＰａｎｏｓＭ．Ｐａｒｄａｌｏｓ６０岁生日
ＴｈｅｍｉｓｔｏｃｌｅｓＭ．Ｒａｓｓｉａｓ等　　著
　　本书是为了纪念著名数学家 Ｐａｎｏｓ
Ｍ．Ｐａｒｄａｌｏｓ６０岁生日而收录的论文集。
ＰａｎｏｓＭ．Ｐａｒｄａｌｏｓ教授在现代最优化领
域，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际应用方面都做

出了巨大的贡献。本书收集的论文都是

最优化领域最新的前沿性成果，主要内容

有确定性全局最优化、变分不等式、平衡

问题、数值优化的逼近方法与计算复杂

性、非光滑最优化、统计模型、数据挖掘、

最优化在医学、能量系统和复杂网络分析

中的应用。

　　本论文集由２９篇研究论文组成：１．
基于非光滑最优化方法的分片线性分

类；２．粘弹性材料研究中的变分不等式
模型；３．邻近局部最优化求解方法及其
应用；４．带有不确定性随机变分不等式
的一般交通平衡问题；５．模型基网络聚
类最优化问题的计算复杂性；６．具有 ｒ－
凸性与分片单调性的分布滞后模型算

法；７．非齐次调和微分方程中 Ｇｒｅｅｎ算子
的Ｐｏｉｎｃａｒé型不等式；８．决策辅助中的偏

好解聚方法的鲁棒性；９．有限多凸集的
分离与数据预分类；１０．最短超弦问题；
１１．分支定界全局最优化框架中凸低估
计量的计算比较；１２．通过注射二氧化碳
调度增强煤层气生产的拟精确解方法；

１３．寡头垄断市场均衡问题的随机模型；
１４．单变量函数的紧区域分片线性超估
计量和低估计量的计算；１５．交易图与
Ｍａｒｋｏｗｉｔｚ模型；１６．广义 Ｂｅｎｄｅｒｓ分解；
１７．具有一般凸性的非光滑多目标最优
化条件；１８．测试设计优化的博弈论模
型；１９．供应链网络博弈论框架；２０．伪单
调变分不等式的离散及其在非单调分层

问题数值求解中的应用；２１．利用网格适
应 ＢａｓｉｎＨｏｐｐｉｎｇ算法设计地下水供应系
统；２２．定义在 Ｈｉｌｂｅｒｔ空间上的一类边际
函数的正则性；２３．带有非凸结构的最优
化问题求解；２４．规范空间的变分原理；
２５．癫痫病人的脑网络结构特征；２６．一
致聚类方法；２７．社会网络影响；２８．求解
半无限规划问题的新型精确罚函数方

法；２９．统计学中的模型基多目标最优化
问题。

　　本书讨论了科学与工程中的最优化
模型及其求解方法，给出了许多最优化在

实际工程中的应用。该书适合从事最优

化、计算数学、工程技术及相关领域研究

的研究生和科研人员阅读和参考。

朱永贵，教授

（中国传媒大学理学院）

ＺｈｕＹｏｎｇｇｕｉ，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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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ｃｏＦｏｎｔａｎａ

ＣｏｍｍｕｔａｔｉｖｅＡｌｇｅｂｒａ
Ｒｅｃｅｎｔ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ＣｏｍｍｕｔａｔｉｖｅＲｉｎｇｓ，
Ｉｎｔｅｇｅｒ?Ｖａｌｕｅｄ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ｓ，ａｎｄ
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ｌｉｎ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ｃｏｍ／ｂｏｏｋ／
１０．１００７／９７８－１－４９３９－０９２５－４
Ｅ－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４９３９０９２５４
Ｐ－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４９３９０９２４７

交换代数

交换环、整数值多项式和多项式函数

等方面的最新进展

ＭａｒｃｏＦｏｎｔａｎａ等　　编
　　本书是奥地利技术大学于２０１２年１２
月１６－１８日举办的短期培训班的讲稿以
及１９－２２日举行的学术会议的报告的汇
集，主题是交换环，整值多项式和多项式

函数的最新进展，也涉及代数数论，代数

几何，同调代数等。书中共收论文２０篇，
多数是完整的论文，部分是综述性报告或

讲课提纲。作者中有崭露头角的青年学

者，也不失相关领域的领军人物，邀请报

告的作者大体上也是讲课人。

　　综述性报告有：１．Ａ．Ｂａｄａｗｉ，环的全
图及其有关的图（概述了环的全图，无零

元素交换环的全图，以及广义全图的各种

结果，没有证明）；２．Ｊ?Ｌ．Ｃｈａｂｅｒｔ，整值多
项式：正则基综述（研究整值多项式代数

的加法结构以及正则基的存在性和构造，

没有证明）；３．Ｃ．Ａ．Ｆｉｎｏｃｃｈｉａｒｏ等，赋值环
的Ｚａｒｉｓｋｉ?Ｒｉｅｍａｎｎ空间中的一些闭包运
算（概述与在赋值环空间上引进的的各种

拓扑有关的新结果和应用，无证明）。

　　其他论文，如：１．Ｋ．Ａｄａｒｂｅｈ等，Ｐｒｕｆｅｒ
型环的弱整体维；２．Ｄ．Ｄ．Ａｎｄｅｒｓｏｎ，拟完
全半 局 部 环 和 模；３．Ｅ．Ｃｅｌｉｋｂａｓ等，
Ｎｏｅｔｈｅｒ环上多项式和幂级数环中的素理
想；４．Ｊ．Ｅｌｌｉｏｔｔ，Ｉｎｔｎ（Ｄ）是自由模的概率；
５．Ｓ．Ｇａｂｅｌｌｉ，整环稳定性问题；６．Ｌ．Ｈｕｍ
ｍｅｌ，非 Ｎｏｅｔｈｅｒ分次的发展和应用；７．Ｋ．
Ｊｏｈｎｓｏｎ，稳定同调论，形式群律和整值多
项式；８．Ｓ．ＭｃＡｄａｍ，满足 Ｈｅｎｓｅｌ引理的素
理想；９．Ｂ．Ｏｌｂｅｒｄｉｎｇ，有限稳定环；１０．Ｇ．
Ｐｅｒｕｇｉｎｅｌｌｉ等，代数上整值多项式环的整
闭包；１１．Ｉ．Ｓｗａｎｓｏｎ，整闭包；１２．Ｐ?Ｊ．Ｃａｈｅｎ
等，交换环论中的公开问题。

　　本书给出国际学术界在交换代数等
领域的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和发展动态，包

含一些研究课题，可供有关科研人员和研

究生参考。

朱尧辰，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

ＺｈｕＹａｏｃｈｅｎ，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ＣＡＳ）

ＷｉｌｌｉａｍＫｉｒｋ

ＦｉｘｅｄＰｏｉｎｔＴｈｅｏｒｙｉｎ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ｐａｃｅｓ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ｌｉｎ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ｃｏｍ／ｂｏｏｋ／
１０．１００７／９７８－３－３１９－１０９２７－５
Ｅ－ＩＳＢＮ９７８３３１９１０９２７５
Ｐ－ＩＳＢＮ９７８３３１９１０９２６８

距离空间中的不动点定理
ＷｉｌｌｉａｍＫｉｒｋ　　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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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是关于不动点理论的最新专著，
作者突破了传统度量不动点理论对基本

空间代数结构的依赖，给出了纯度量不动

点理论。将经典的不动点定理进行了推

广和扩展，给出了 Ｂａｎａｃｈ收缩映射定理、
Ｎａｄｌｅｒ集值扩展定理、Ｂａｎａｃｈ非扩张映射
定理和Ｃａｒｉｓｔｉ定理等重要内容。
　　全书共分１５章：１．引言，主要内容有
半度量空间、度量空间和距离函数的连续

性；２．Ｃａｒｉｓｔｉ定理及其推广，主要内容有
Ｃａｒｉｓｔｉ定理证明、Ｓｕｚｕｋｉ定理、Ｋｈａｍｓｉ定理
和Ｃａｒｉｓｔｉ定理的其它推广；３．非扩张映射
与Ｚｅｒｍｅｌｏ定理，主要内容有引言和凸结
构；４．超凸度量空间，主要内容有超凸度
量空间的定义和一些定理；５．超度量空
间，主要内容有引言、超凸超度量空间、超

度量空间中的非扩张映射、非扩张映射的

不动点结构、强不动点定理和最佳逼近；

６．Ｂｕｓｅｍａｎｎ空间与双曲空间，主要内容为
Ｂｕｓｅｍａｎｎ空间中的凸组合；７．长度空间与
局部收缩，主要内容有局部收缩和度量变

换；８．Ｂｕｓｅｍａｎｎ的 Ｇ空间，主要内容有 Ｇ
空间中的基本问题；９．ＣＡＴ（０）空间，主要
内容有引言、不动点定理、弱收敛性、网收

敛、四点条件、多映射、不变逼近和拟线性

化；１０．Ｐｔｏｌｅｍｙ空间，主要内容有 Ｐｔｏｌｅｍｙ
测地空间的性质和四点条件；１１．度量树，
主要内容有度量树的不动点性质、度量树

的Ｌｉｆｓｉｃ特征、度量树中的最佳逼近和图
论的应用；１２．ｂ?度量空间，主要内容有引
言、ｂ?度量空间中的 Ｂａｎａｃｈ定理、赋有图
的ｂ?度量空间、强 ｂ?度量空间、松弛度量
空间中的Ｂａｎａｃｈ定理、Ｎａｄｌｅｒ定理、ｓｂ?度
量空间中的 Ｃａｒｉｓｔｉ定理和度量有界性；
１３．广义度量空间，主要内容有引言、广义
度量空间中的 Ｃａｒｉｓｔｉ定理和广义度量空
间中的多值映射；１４．偏度量空间，主要内

容有引言、举例、偏度量收缩映射定理、偏

度量空间中的 Ｃａｒｉｓｔｉ定理和偏度量空间
中的Ｎａｄｌｅｒ定理；１５．相异性，主要内容有
引言、超凸相异性和不动点理论。

　　本书详尽地介绍了度量不动点理论
及其推广，给出了四个重要不动点定理的

新内容。本书适合从事泛函分析、拓扑学

及其相关领域的科研人员阅读和使用。

朱永贵，教授

（中国传媒大学理学院）

ＺｈｕＹｏｎｇｇｕｉ，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

ＹｕｒｉＦ．Ｂｉｌｕ

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Ｃａｔａｌａｎ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ｌｉｎ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ｃｏｍ／ｂｏｏｋ／
１０．１００７／９７８－３－３１９－１００９４－４
Ｅ－ＩＳＢＮ９７８３３１９１００９４４
Ｐ－ＩＳＢＮ９７８３３１９１００９３７

Ｃａｔａｌａｎ猜想
ＹｕｒｉＦ．Ｂｉｌｕ等　　著
　　１８４２年，比利时数学家卡塔朗（Ｅ．Ｃ．
Ｃａｔａｌａｎ）提出问题，后人称之为卡塔朗猜
想：所有两个连续整数中是否只有 ８（＝
２３）和９（＝３２）是两个非零整数的“纯”整
数幂？换言之，丢番图方程 ｘｐ－ｙｑ＝１（ｐ，
ｑ＞１）是否只有正整数解（ｘ，ｙ，ｑ）＝（３，２，
３）？这个问题（按肯定形式的提法）就是
数论中著名的卡塔朗猜想。其后人们对

此问题进行了长期研究，伴随产生一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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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类似的）猜想（例如，其中变量的取值

范围适当扩大），得到一些阶段性成果（主

要是对于方程的特殊情形的探讨），催生

了多种数论技巧。直到２００２年，罗马尼亚
籍的瑞士数学家Ｐ．Ｍｉｈａｉｌｅｓｃｕ才肯定地解
决了这个猜想，距问题的提出恰好整整

１６０年。本书是关于这个问题的最新专
著。作者是三位法国数论学家，长期研究

丢番图方程，其中第一作者是 Ｍｉｈａｉｌｅｓｃｕ
工作的主要审查人，曾两次发表论文阐述

Ｍｉｈａｉｌｅｓｃｕ证明的思路和方法。
　　全书由１３章和６个附录组成。正文
按内容可划分为４部分。第１部分 含第１
章：１．是引言，简要地给出研究该问题的
发展史，重要的阶段性结果和方法（解析

方法和代数方法），以及１９９９－２００２期间
Ｍｉｈａｉｌｅｓｃｕ解决猜想问题的过程。第２部
分（第４，５，７，１０，１２章）论述分圆域的一
般理论，给出解决卡塔朗猜想问题的基本

代数工具。其中第４，５，７，１０章分别给出
分圆域理论的基本概念，Ｌ级数和类数公
式，高斯和以及经典的 Ｓｔｉｃｋｅｌｂｅｒｇｅｒ定理，
分圆单位；第１２章证明了 Ｔｈａｉｎｅ定理，它
与Ｓｔｉｃｋｅｌｂｅｒｇｅｒ定理一起给出了分圆域的
类群的零化子，在 Ｍｉｈａｉｌｅｓｃｕ的证明中起
着重要作用。第３部分（第２，３，６，８，９，１１
章）完整系统地给出Ｍｉｈａｉｌｅｓｃｕ的证明，其
中第２，３，６章包含历史上关于卡塔朗猜想
的一些研究成果，主要是 Ｃａｓｓｅｌ的整除性

定理和关系式，还有勒贝克、柯召等的方

程特殊情形的解等，其中有些结果被应用

于Ｍｉｈａｉｌｅｓｃｕ的证明中；第８，９，１１章给出
了Ｍｉｈａｉｌｅｓｃｕ的证明，特别包含了对证明
思路和关键点的分析和论述。第 ４部分
（第１３章）简要地讨论了解析方法，即
Ｂａｋｅｒ对数线性形的应用和 Ｔｉｊｄｅｍａｎ的工
作。虽然解析方法并未最终解决问题，但

仍不失为一个重要的数论方法，并且在

Ｍｉｈａｉｌｅｓｃｕ的最初给出的证明中，曾应用
了由此方法得到的某些估值。６个附录提
供了本书正文用到的关于代数和代数数

论的知识（包括证明）。

　　与目前出版的关于卡塔朗问题的其
他３本专著比较，本书一个显著特点是：内
容全面，论述细致。例如包含了 Ｍｉｈａｉｌｅｓ
ｃｕ最初的证明（应用了对数线性形和计算
机的辅助），以及最后的纯代数证明，并且

阐述了如何避免对数线性形和计算机辅

助。另一亮点是取材做到自给自足，包含

了所有需要的数学工具知识，只要求读者

具备大学基础代数知识。因此本书不仅

可供数论研究人员参考，也可作为数论等

专业研究生和大学高年级学生的读物。

朱尧辰，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

ＺｈｕＹａｏｃｈｅｎ，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Ｃ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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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ｍｉｔｒｉｓＡ．Ｐａｐａ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ｏｐｏｕｌｏｓ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ｔｈｅＢ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ｌＳｏｌｉｄｓ
ＤｉｍｉｔｒｉｓＡ．Ｐａｐａ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ｏｐｏｕｌｏｓ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ｌｉｎ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ｃｏｍ／ｂｏｏｋ／
１０．１００７／９７８－１－４４１９－８２６４－３
Ｅ－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４４１９８２６４３
Ｐ－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４４１９８２６３６

基本固体能带结构手册
ＤｉｍｉｔｒｉｓＡ．Ｐａｐａ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ｏｐｏｕｌｏｓ　　著
　　固体能带理论是用量子力学方法研
究固体内部电子运动的理论。它假定晶

体中共有化电子在周期势场中运动，由此

导致一定能量范围内相距很近的许多能

级形成带状分布，称为能带。相邻的能带

由称为禁带的能隙间隔开来。依照能带

中能级被电子占据的情况，能带分为满带

与价带，它们阐明了晶体中电子运动的普

遍特点，并决定了导体与绝缘体、半导体

的区别。能带理论对于微电子技术的发

展起了无可估量的作用，对固体的微观结

构研究和实验的指导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能带理论把整个问题简化成单电子
问题，原则上可以从第一原理出发进行相

当精细的计算。但对于多电子原子构成

的晶体，这种计算相当复杂。受限于计算

机的能力，近年来才取得了大量引人注目

的成果。人们发展了许多具体的计算方

法，诸如自由电子近似、紧束缚近似、正交

化平面波和增广平面波（ＡＰＷ）法、格林函
数（ＫＫＲ）、高斯轨道的线性组合或赝
势等。

　　本书对于从第一原理计算出的能带

结果，用原子轨道基的线性组合（ＬＣＡＯ）
及Ｓｌａｔｅｒ?Ｋｏｓｔｅｒ（ＳＫ）方法作为内插方案重
新进行了计算。作者认为这样做有很多

优点。它使用简便，避免了只有专家才能

用的ＡＰＷ和ＫＫＲ技术；推广方便，引起广
泛的关注。此外，这个方法有明显的教学

价值。它能让学生们在固体物理课程内，

生成一种材料的能带结构并对涉及的概

念获得清晰的理解。

　　本书第一版出版于１９８５年，当时作者
对周期表中的５３种元素展示了 ＳＫ?ＬＣＡＯ
参量化。拟合自洽的 ＡＰＷ计算，包括质
量、速度和 Ｄａｒｗｉｎ相对论效应，没有包括
自旋轨道耦合。

　　这里评介的是本手册的第２版，展示
了直到Ｚ＝１１２的整个周期表全部元素的
电子结构数据和 Ｓｌａｔｅｒ?Ｋｏｓｔｅｒ参数表。对
于每一种元素与 Ｂｉｒｃｈ拟合参量一起给出
了状态方程的结果，还提供了能带、态密

度以及一组双心和三心近似的紧束缚参

量新结果。除此之外还包括了一些重要

的其它新特色，大大提高了手册的实用

价值

　　全书内容共分１５章：１．引言；２．氢和
碱金属；３．碱土金属；４．３ｄ过渡金属；５．４ｄ
过渡金属；６．５ｄ过渡金属；７．第 ＩＩＩ族和第
ＩＶ族类自由电子金属；８．金刚石结构；９．
第１５族元素：氮族；１０．第１６族元素：氧
族；１１．第１７族元素：卤素；１２．惰性气体；
１３．镧系元素；１４．锕系元素；１５．超锕
元素。

　　作者相信把由同样方法生成的这些
结果纳入到一本书中，对于研究人员和学

生非常有用，让他们能够很快得到周期表

中所有元素的电子结构的基本信息，并可

以利用它们重新生成和导出各自所需要

的附加信息。本书作为一本手册，资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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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可靠，使用非常方便，对于相关领域的

教学与科研人员是一部非常珍贵的工

具书。

丁亦兵，教授

（中国科学院大学）

ＤｉｎｇＹｉｂｉ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ＡＳ）

ＬｕｉｓｄｅｌａＰｅａ

Ｔｈｅ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Ｑｕａｎｔｕｍ
ＴｈｅＰｈｙｓｉｃｓＢｅｈｉｎｄＱｕａｎｔｕｍ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ｌｉｎ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ｃｏｍ／ｂｏｏｋ／
１０．１００７／９７８－３－３１９－０７８９３－９
Ｅ－ＩＳＢＮ９７８３３１９０７８９３９
Ｐ－ＩＳＢＮ９７８３３１９０７８９２２

涌现的量子
量子力学幕后的物理

ＬｕｉｓｄｅｌａＰｅａ等　　著
　　自从上世纪初量子力学建立以来，力
学的应用范围、预言能力、计算精度堪称

史无前例，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起

到了无与伦比的巨大作用。但力学的基

本概念、理论形式以及它的物理意义的理

解却一直存在着异常激烈的争论，有许多

回答不了的问题。人们普遍认为，量子力

学是一种有待深入发展的不完备理论。

　　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证明这样的
替代物是存在的，它与５０年前人们讨论的
所谓唯象随机量子力学以及随机零点场

理论密切相关。这是一种涨落场，属于经

典Ｍａｘｗｅｌｌ方程的解，但是在零温下有非

零平均能。作者们认为量子化源于经典

物理与这种零点场涨落紧密联系的深刻

随机过程，而量子力学的基本理论建筑在

第一原理的基础上，这个原理揭示从更深

层次的随机过程引发的涌现（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或译突现）现象的量子化。

　　作者们在本书所呈现的理论观点是
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寻找而获得的答案。

长期以来，科研人员试图寻找答案的以下

问题：哪些概念对量子力学的发展起重要

作用；是什么为这些概念提供了物理基

础；量子力学背后的物理学的最新发现

中，有哪些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形成了综合

的和自洽的新的理论框架。

　　作者认为任何物质系统都是一个开
放系统，它们永久地接触随机零点辐射

场，并与其达到平衡状态。从这个基础出

发，导出量子力学形式体系的核心以及非

相对论ＱＥＤ的相对论修正，同时揭示了基
本的物理机制。本书打开了通向进一步

探索并揭示物理的新大门。读者会看到，

这一任务远没有结束，仍存在很多问题没

有考察到，期待进一步研究。

　　本书阐明了量子理论一些核心特点
的根源，诸如原子的稳定性，电子自旋，量

子涨落、量子非定域性和纠缠。这里发展

的理论重新确认了诸如实在性、因果性、

局域性和客观性等基本的科学原理

　　全书内容共分１０章：１．量子力学：某
些问题；２．唯象随机方法：通向量子力学
的简捷途径；３．普朗克分布，涨落零点场
的一个必然推论；４．通向薛定谔方程的漫
长旅途；５．通向海森伯量子力学之路；６．
超越薛定谔方程；７．解开量子纠缠；８．量
子力学的因果性、非定域性和纠缠；１０．零
点场波（和）物质。

　　本书适合熟悉量子力学的最基本概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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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和结果的读者阅读。其内容适用于从

事理论物理、数学物理、实验物理、量子化

学和物理哲学的研究人员、研究生和教师

参考。

丁亦兵，教授

（中国科学院大学）

ＤｉｎｇＹｉｂｉ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ＡＳ）

ＩｇｎａｔｉｏｓＡｎｔｏｎｉａｄｉｓｅｔａｌ

Ｓｕｐｅｒ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Ａｆｔｅｒｔｈｅ
Ｈｉｇｇｓ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ｌｉｎ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ｃｏｍ／ｂｏｏｋ／
１０．１００７／９７８－３－６６２－４４１７２－５
Ｅ－ＩＳＢＮ９７８３６６２４４１７２５
Ｐ－ＩＳＢＮ９７８３６６２４４１７１８

希格斯玻色子发现之后的

超对称性
ＩｇｎａｔｉｏｓＡｎｔｏｎｉａｄｉｓ等　　编
　　自从１９６４年理论家物理学预言Ｈｉｇｇｓ
粒子存在以来，将近５０年后，２０１２年４月
欧洲核子研究组织（ＣＥＲＮ，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ｒｉｏｎｆｏｒＮｕｃｌｅａ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的大强
子对撞机（ＬＨＣ）的ＡＴＬＡＳ和 ＣＭＳ实验组
终于确认了标准模型（ＳＭ）的 Ｈｉｇｇｓ粒子
的存在。这是理论高能物理学家和实验

物理学家取得的伟大胜利。也是上世纪

由Ｎｏｅｔｈｅｒ引入的现代物理对称性原理的
胜利。科学家们追求的下一个目标是什

么？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超对称性（ＳＵＳＹ，Ｓｕｐｅｒｓｙｍｍｅｔｒｙ）是把

玻色子与费米子关联起来的一种新的对

称性，它在数学上和物理上都得到了强有

力的支持。如果给它加上局域对称性要

求，广义相对论就自动包括于其中。而且

它也是弦理论的基本成分。当将其用于

标准模型得到一个（最小）超对称扩充，能

够适用于 ＴｅＶ能标，可以解决标准模型
ＳＭ中的质量等级问题（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电弱
（ＥＷ）标度稳定性问题以及可以自然地达
到自然界的基本力，甚至包括引力的统

一。此外，它还提供了引起广泛兴趣的暗

物质候选者。ＴｅＶ标度的 ＳＵＳＹ在正在运
行的 ＬＨＣ实验上是可以处理的。因此，
ＳＵＳＹ无疑是在ＬＨＣ上寻找超出标准模型
的“新物理”最重要的候选者。

　　但遗憾的是，该理论预言比 ＳＭ多一
倍的粒子，迄今各种标度的实验，特别是

ＬＨＣ的第一次运行都没有看到任何迹象。
人们曾经做过很大的努力从实验上探测

超对称粒子，直到 ＬＨＣ第二阶段运行（１３
和１４ＴｅＶ）仍然未能给出肯定的回答。
　　本书旨在对于这些思想，从其诞生的
初期一直到目前的历史发展和最新的理

论更新，以及从粒子加速器和暗物质的寻

找得到的实验约束给出全面综述。

　　ＳＵＳＹ的思想极具吸引力。编者认
为，值得庆幸的是，ＬＨＣ有难得的机会阐
明在ＴｅＶ能区ＳＵＳＹ是否真的存在。它的
实验证实将肯定会在粒子物理占据几十

年的支配地位，伴随着对科学发展难以设

想的冲击。否则的话，会把能量标度推得

越来越高，使这一优雅的想法将会远离我

们实验研究的可能，也使我们关于 ＴｅＶ能
标的物理观点将不得不重新考虑。

　　本书是一本文集，搜集了１０篇文章。
１．ＳＵＳＹ：早年（１９６６－１９７６）（ＰｉｅｒｒｅＲａ
ｍｏｎｄ）；２．超对称标准模型（ＰｉｅｒｒｅＦａｙ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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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在Ｈｉｇｇｓ发现之后超对称的拟合和对于
模型构建的蕴含（ＪｏｈｎＥｌｌｉｓ）；４．Ｈｉｇｇｓ的
发现对于ＭＳＳＭ（最小超对称标准模型）的
蕴含（ＡｂｄｅｌｈａｋＤｊｏｕａｄｉ）５．ＳＵＳＹ：君在何
处？（ＱｕｏＶａｄｉｓ？）（Ｇ．Ｇ．Ｒｏｓｓ）；６．ＳＵＳＹ
暗物质（ＲｉｃｃａｒｄｏＣａｔｅｎａａｎｄＬａｕｒａＣｏｖｉ）；
７．与弦衔接：来自弦的 ＭＳＳＭ 类模型
（ＨａｎｓＰｅｔｅｒＮｉｌｌｅｓ）；８．组合 Ｈｉｇｇｓ（Ｂｒａｎｄｏ
Ｂｅｌｌａｚｚｉｎｉ等）。
　　这些文章均已在欧洲物理杂志 Ｃ辑
（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ｈｙｓｉｃ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Ｃ）发表过。
本书把该理论的创始人和多年来对其发

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人的文章汇集在一

起，重新整理成书。为了观点的平衡，作

为全书末尾的结束语，本书还包括了一篇

描述不存在ＳＵＳＹ情况下超越标准模型的
物理。本书对于从事高能物理的理论与

实验研究人员，粒子物理专业的教师和博

士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丁亦兵，教授

（中国科学院大学）

ＤｉｎｇＹｉｂｉ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ＡＳ）

ＳｅｉｋｉＡｋａｍａｅｔ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Ｑｕａｎｔｕｍ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ｌｉｎ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ｃｏｍ／ｂｏｏｋ／
１０．１００７／９７８－３－３１９－０８２８４－４
Ｅ－ＩＳＢＮ９７８３３１９０８２８４４

Ｐ－ＩＳＢＮ９７８３３１９０８２８３７

量子计算基础
历史、理论和工程应用

ＳｅｉｋｉＡｋａｍａ等　　著
　　计算机技术包括硬件、软件及其应
用的迅猛发展，使我们很快进入了计算

机世界。随着互联网 ＋的进一步普及，
计算机会越来越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支

柱和引擎，甚至会进而管控我们的日常

活动。然而，传统计算机受到各方面技

术的制约，恐怕很难永远保持高速发展

的势头。于是，人们会自然地转向探索

拓展的空间，尝试从另外的观点研发计

算机的各种可能性，实现超高的计算速

度和近乎无限增长的存储容量。其中，

最受关注的热门领域当数量子计算机。

　　量子计算机是在量子力学基础上建
立起来的一种计算机，其理论上的可能

性为人所知始于上世纪８０年代。著名的
理论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费

曼，于１９８２年在一篇文章中讨论了量子
计算机模拟物理问题的可能性。在他的

另一篇文章中，指出了传统的经典计算

机不可能有效地模拟某些量子力学现

象，宣称它们只能用量子力学原理才能

进行有效的计算。他还明确指出量子计

算机应该具有遵从量子力学规律的计算

机制。现在人们公认，他的文章无疑是

量子计算机起源之一。１９８４年第一个与
经典图灵机等价的量子计算机模型由一

位英国物理学家提了出来。

　　９０年代开始，人们对于量子计算机
的兴趣空前高涨。一些量子算法的建立

展示了量子计算机的巨大优越性，而某

些实验室水平的量子计算机也逐渐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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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量子计算机的热潮随之兴起。然

而，毕竟量子力学是一门高难度的抽象

科学。在许多人看来，量子计算机目标

遥不可及。即使工作于计算机科学的专

家也有如此感觉，原因在于没有量子力

学背景不可能弄懂量子计算机。

　　作者相信，人们必须系统地学习量
子计算的基础，才能进入到这个领域。

不幸的是，依靠阅读许多关于量子计算

的文章，对于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很困难

的事。因此，紧迫的需求是：有一本关于

这一主题的简易可读的教科书，无疑会

帮助许多人尽快理解或学习量子计算。

　　本书的目的就是要为既没有计算机
理论基础，也没有量子力学理论背景的

广大读者提供对于量子计算的快速介

绍。但是同时学会这两个领域的相关材

料并不容易。因此，作者尝试给出这些

材料的一种直观解释，然后补充一些理

论证明。尽可能简捷而全面地展示量子

计算的历史、理论和工程应用。

　　全书共分六章。１．引言；２．计算机
模型；３．量子力学；４．量子计算机；５．量
子计算的应用；６．量子计算的未来。
　　作者并没有假设读者具有关于计算
机和量子力学的任何专门知识。他们希

望这本篇幅不大的书，通过简明扼要的

阐述，能够达到帮助那些想要很快理解

量子计算的读者的目的。本书的选材及

叙述方法经过作者的精心策划，对于计

算机科学家、物理学家和软件工程师入

门学习量子计算最基本的知识非常

适用。

丁亦兵，教授

（中国科学院大学）

ＤｉｎｇＹｉｂｉ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ＡＳ）

ＭｉｃｈａｅｌＧｒａｂ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
ｉ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ｌｉｎ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ｃｏｍ／ｂｏｏｋ／
１０．１００７／９７８－３－３１９－０４８８８－８
Ｅ－ＩＳＢＮ９７８３３１９０４８８８８
Ｐ－ＩＳＢＮ９７８３３１９０４８８７１

科学与技术中测量的不确

定性
第２版
ＭｉｃｈａｅｌＧｒａｂｅ　　著
　　科学家探讨自然规律，用数学公式表
示他们的发现，得到真实的物理关系，其

中变量和常数所代表的都是真值。但由

于实验的不完美或理论的缺陷，测量得到

的结果总是在一定的近似范围内。真值

原则上是不知道的。例如，测量要求使用

严格确定的物理单位。然而在单位制的

定义与其实际实现之间存在差异。定义

是理论上的，而实际使用的是用物理设备

制造的实物来体现的，于是测量必然会产

生误差。

　　为了确定一个物理量的真值，实验者
首先依据数学公式得到估值，它近似等于

真值。其次估计测量的不确定性，它用误

差的绝对值表示。估值比真值大还是小

是未知的，但是可以得出不确定性的

间隔。

　　高斯最早提出计算误差的最小二乘
法把误差分为两种，一种叫规则或恒定误

差，另一种叫无规则或随机误差。他提出

的形式体系只是建立在随机误差的基础

上，后来实验发现恒定误差有时会占压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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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因此，必须考虑进来，称其为未知的

系统误差。

　　一般来说，可以假定未知的系统误差
和随机误差大小在同一个量级。随机误

差是在实验中瞬时出现的，可以通过重复

测量得到的分散数据定量地处理。而未

知的系统误差是不随时间变化而恒定的

扰动，只要设备运行，它就会起作用，其大

小及符号都是未知的。受环境和边界条

件的影响，它既不能靠调整实验装置也不

能利用任何其他方法消除。考虑到系统

误差引起的偏差，人们不得不区分期待值

与真值，由于这种区分在常规误差计算中

不存在，因此，本书作者建议推广经典误

差计算概念。此外，为了克服在研究中发

现的新困难，作者在本书中建议了一种替

代性误差模型，并提出了一种所谓的“严

格定义的测量条件”。以使误差计算回归

其统计学意义。

　　本书第一版出版于２００５年，这里评介
的是第二版。作者调整和修订了第一版

的结构，强调了用实例展示如何定位测量

真值的不确定性间隔。这些例子证明了

这种程序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全书内容分４个部分，共２３章。第１
部分 误差的特征、组合和传播，含第１－８
章：１．测量的基本概念；２．测量过程的形
式体系；３．正常源分布；４．估值与期待值；
５．偏差与随机性；６．误差传播，双变量；７．
误差传播，ｍ变量；８．级联函数。第２部分
最小二乘法调节，含第９－１２章：９．最小二
乘法形式体系；１０．系统误差的结果；１１．
最小二乘法估值的不确定性；１２．不确定
性空间。第３部分 线性与线性化系统，含
第１３－１８章：１３．直线；１４．指数；１５．平面；
１６．圆；１７．抛物面；１８．最小二乘法三角多
项式。第４部分 一般度量学问题，含第１９

－２３章：１９．单位传播；２０．标度链；２１．成
对比较；２２．基本物理常数；２３．度量的
要点。

　　本书内容翔实，观点独特，实用性很
强。书中详细阐明了误差计算的基本原

理、不确定性的理解、测量值的真值定位

等，对于从事物理科学以及工程技术的实

验者以及教学与科研人员是十分珍贵的

参考资料。

丁亦兵，教授

（中国科学院大学）

ＤｉｎｇＹｉｂｉ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ＡＳ）

ＡｎｔｈｏｎｙＬ．Ｐｅｒａｔｔ

Ｐｈｙｓ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Ｐｌａｓｍ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
２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ｌｉｎ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ｃｏｍ／ｂｏｏｋ／
１０．１００７／９７８－１－４６１４－７８１９－５
Ｅ－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４６１４７８１９５
Ｐ－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４６１４７８１８８

等离子体宇宙的物理
第２版
ＡｎｔｈｏｎｙＬ．Ｐｅｒａｔｔ　　著
　　等离子体（ｐｌａｓｍａ）是广泛存在于宇宙
中不同于固体、液体和气体的物质第四

态，又叫做电浆，是由原子及原子团被电

离后所形成的正负离子组成的离子化气

体状物质。

　　本书在第１版的基础上对其出版后的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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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年间通过宇宙电磁波谱对宇宙等离子
体新发现进行了更新，讨论了通过望远

镜、行星探测器、卫星和太空望远镜对聚

合体变化的新发现。

　　全书由１３章和４个附录组成：１．宇宙
等离子体物理的基础知识，从实验室规模

到哈勃距离回顾了等离子体的一些特性；

２．利用基本的的等离子体理论对宇宙等
离子体中的波克兰电流和带电粒子束进

行了研究；３．宇宙等离子体中的毕奥萨伐
尔定律；４．宇宙空间等离子体中的电场；
５．天体物理学中的双层结构及其特征；６．
等离子体中的同步辐射；７．空间辐射的传
输；８．星际云中的临界电离效应；９．中性
氢暗条和星系班尼特捏动力学（小鞠：请

你询问译介者两个问题，并作必要的修

改：１．此处的“星系班尼特捏动力学”中
的“班尼特捏”是人名吗？原名是“Ｂｅｎ
ｎｅｔｔ”吗？，如是，则应译为“班尼特”，当然
最好直接用原名“Ｂｅｎｎｅｔｔ”；２．按照原书

上的用词，应该译为“星系班尼特动力学”

呢，还是“Ｂｅｎｎｅｔｔ的星系动力学”？谈庆明
注）；１０．空间等离子体的粒子模拟；１１．等
离子体模拟的进一步发展；１２．实验室、极
光和星际空间中的场动力学电流；１３．等
离子体天体物理学的一些概念；附录Ａ：空
间等离子体中的传输线概念；附录Ｂ：等离
子体中的偏振电磁波特性；附录Ｃ：讨论尘
埃和颗粒等离子体；附录Ｄ：介绍一些有用
的单位和常量。

　　本书内容丰富且权威，汇聚了作者在
利弗莫尔和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以

及美国能源部３７年的科研成果，适合于从
事宇宙等离子体和空间科学领域的研究

生和科研研人员阅读和参考。

郑耀昕，硕士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

ＺｈｅｎｇＹａｏｘｉｎ，Ｍａｓ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ｐａ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ｅｎｔｅｒ，Ｃ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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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ｂｏｒａｈＣ．Ｈａｙｅｓｅｔａｌ

ＵＳＤＡＦｏｒｅｓ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Ｅｘｐｅｒ
ｉｍｅｎｔａｌＦｏｒｅｓｔｓａｎｄＲａｎｇ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ｒｔｈｅ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ｌｉｎ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ｃｏｍ／ｂｏｏｋ／
１０．１００７／９７８－１－４６１４－１８１８－４
Ｅ－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４６１４１８１８４
Ｐ－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４６１４１８１７７

美国农业部林务局实验林

场和范围
长期研究

ＤｅｂｏｒａｈＣ．Ｈａｙｅｓ等　　编
　　本书有着很高的科学价值，书中提供
了美国用于长期研究复杂多样的生态学

过而受到保护的科研场地。该书通过实

例，重点讨论公众关注的问题与政策、实

验林场和范围、自然资源管理的政策与实

践等彼此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很多时

候，在一个研究项目的早期观察到的趋势

或者预期可能与几十年的长期研究记录

之间会存在矛盾。在美国一些团队的科

学家在一些实验场，包括林务局的实验林

场，致力于长期的研究。社会的需求和价

值观的变化也可能重新定位研究项目。

因此，该书的每一章都反映长期研究的生

态结果与基于资源投资的社会需求之间

的相互作用。虽然这些故事是传统的研

究结果的总结和合成，但是他们能够提供

一个全新的视角，比一个典型的５年研究
所提供的结果更大、更完整。

　　本书内容包括９部分２８章：第１部分
简介；第２部分 针叶树森林生态、森林管
理和造林的研究介绍；第３部分 双子叶树

森林生态、森林管理和造林的研究介绍；

４．野生动植物和昆虫的研究介绍；５．森林
范围内水文、生物地球化学、土壤和生态

系统科学的研究介绍；６．森林防火的研究
介绍；７．森林站间和网络的研究介绍；８．
森林内人类活动的研究介绍；９．展望。
　　本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美国农业部
林务局长期研究森林生态和管理的基础

知识，信息量大，可读性强，让读者能够掌

握该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本书作

者期望该书成为从事森林生态的教育工

作者、科技工作者和研究生的工具书。

鲁　敏，博士，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ＬｕＭｉ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Ｚｏｏｌｏｇｙ，ＣＡＳ）

ＬａｒｒｙＬ．Ｂａｒｔｏｎ

Ｎａｎｏ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ｌｉｎ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ｃｏｍ／ｂｏｏｋ／
１０．１００７／９７８－１－４９３９－１６６７－２
Ｅ－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４９３９１６６７２
Ｐ－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４９３９１６６６５

纳米微生物学
生理学特征和环境特征

ＬａｒｒｙＬ．Ｂａｒｔｏｎ　　
　　本书介绍了纳米生物学和细菌的纳
米级系统，着重讨论了当前研究阶段下细

菌内部和表面结构的相关问题。开始的

６１

生命科学　　　　国外科技新书评介　　２０１５年第９期　　（总第３４１期）



章节讨论地球化学与生物医学界研究环

境中存在的纳米细菌所引起争论，之后的

章节分别讨论了羧、Ｓ－层结构、细菌的滑
动运动、铁聚合能力生产的纳米磁铁矿。

其中，介绍革兰氏阴性菌外膜囊泡活动的

部分，分析了外膜囊泡对细菌的辅助功能

及其潜在的工业应用价值；介绍细菌分泌

可溶性活性元素的部分，分析了能够产生

的金属纳米粒子和胶体，体现出细菌和矿

物的相互作用；介绍细菌纳米线结构的部

分，分析了这种结构在细胞外部的电子传

输中的具体运用。本书还对细菌的纳米

级驱动活动进行了分析，包括鞭毛的旋转

原理、ＡＴＰ合酶产生能量的过程、ＤＮＡ组
装，以及分泌系统产生的蛋白质跨膜转运

机制。

　　本书尝试向读者证明原核生物的微
观分析的重要性，重点分析了细胞的内部

或表面的纳米结构及其运行过程，这些结

构多具有类似机械的功能。每一章节的

作者都是各领域的领军专家，能够向读者

呈现最先进的研究结果。高速发展的纳

米生物学会将促进多个领域的发展，例如

未来的科学、商业和医疗事业等。此外，

细菌的生物、物理特性结构可以激发纳米

科学家的研究兴趣，可以利用一些通用的

原则来指导他们本领域的研究工作。

　　本书共有７章，包括：１．纳米级细菌
和纳米结构；２．当代细菌和古代细菌的 Ｓ
层结构；３．趋磁细菌、磁小体和纳米技术；
４．羧和原核生物的结构组织；５．最小级别
的细菌组织：微驱动、纳米线型结构和外

膜囊泡；６．细菌滑行运动的机制：粘细菌
和拟杆菌中的微纳级细胞研究；７．微生物
代谢形成的纳米金属颗粒和矿物的颗粒。

　　本书的首席编者 ＬａｒｒｙＢａｒｔｏｎ是美国
新墨西哥大学生物系教授，具有多年研究

和教学的经验。本书是业界首次分析细

菌的纳米驱动系统，以及代谢活性细菌的

结构特征，并揭示纳米结构如何与物理环

境相互作用。

　　本书的主要对象是微生物领域的学
者，以及纳米工程专业、相关医学专业和

自动化专业的老师和学生。

马雪征，硕士，助理研究员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卫生检疫研究所）

ＸｕｅｚｈｅｎｇＭ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

ＰｉｅｒｒｅＰｏｎｔａｒｏｔｔｉ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Ｂｉｏｌｏｇｙ
Ｇｅｎｏｍ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ｉ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Ｌｉｆｅ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ｌｉｎ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ｃｏｍ／ｂｏｏｋ／
１０．１００７／９７８－３－３１９－０７６２３－２
Ｅ－ＩＳＢＮ９７８３３１９０７６２３２
Ｐ－ＩＳＢＮ９７８３３１９０７６２２５

进化生物学
基因组进化、物种形态、共同进化及

生命起源

ＰｉｅｒｒｅＰｏｎｔａｒｏｔｔｉ
　　本书反映２０１３年第１７届进化生物学
大会中的最具代表性的报告内容，给读者

提供了一个进化生物学领域的概述。书

中共分为三大部分：分子与基因组进化；

系统生物地理、物种形态、共同进化；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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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生物与生命起源。本书不仅整合了

进化生物学家提出的一些概念，也广泛采

纳其他领域科学家对进化生物学的新概

念，促进了跨学科的交流及合作，同时也

为进化生物学领域提供了最新的调查

结果。

　　编写内容上，本书共分１８个章节。第
一部分 分子与基因组进化，包括１０个题
目，分别为：１．比较生物化学与动物乳寡
糖的演变；２．基于基因组学在放线菌次生
代谢产物生物合成中的进化；３．通过南乳
鱼科转录组初步研究揭示鱼了类幼体的

糖蛋白基因的正向选择；４．一种大鼠普遍
存在的分子进化速率的桥位校正研究；５．
多倍体物种和基因组进化：从最近的异源

多倍体开始；６．人与老鼠天生免疫基因调
控与功能上的进化分离；７．在植物中颠倒
重复的转位基因的进化基因组学；８．水平
基因转移和细菌限制修饰系统的种群动

态作用；９．四步揭示脊椎动物的混合起
源；１０．蛭形轮虫属在古代水平基因获取
上的证据。第二部分 系统生物地理、物种

形态、共同进化，１１．植物控制及鞘翅目幼
虫摄食行为的进化历史以及植物基部与

象鼻虫相互作用的演变；１２．从种群基因
组学角度的昆虫细菌共生进化；１３．为何
在被子植物的辐射下陆生昆虫多样性不

会增加？中生代与植物关联的昆虫系族

的生存线索；１４．海洋草本植物的授粉与
进化；１５．寻找在大西洋东北部及邻近海
域的地理系统模式；１６．用于分子和自适
应进化中细菌群落的宏基因组分析空间

模型；１７．从模拟到理论的物种形态。第
三部分 宇宙生物与生命起源，１８．从化学
空间的角度看生命在化学方面是怎样进

化的。

　　本书不仅详细形象地阐述了分子与
基因组进化、系统生物地理、物种形态、共

同进化，宇宙生物与生命起源等方面的研

究成果，更突出进化生物学研究的最新进

展、成果以及国际关注的热点问题。本书

的写作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力求既能涵

盖全面的进化生物学知识，又能反映现阶

段研究的发展水平。本书既满足各高等

学校医学类、生物类、生物工程类学科本

科教学的需求，同时也满足不同层次和其

他相关专业研究生的教学需要。

马雪征，硕士，助理研究员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卫生检疫研究所）

ＸｕｅｚｈｅｎｇＭ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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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ｂｒａｈｉｍＤｉｎｃｅｒ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ＶｏｌＩＩ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ｌｉｎ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ｃｏｍ／ｂｏｏｋ／
１０．１００７／９７８－３－３１９－０７９７７－６
Ｅ－ＩＳＢＮ９７８３３１９０７９７７６
Ｐ－ＩＳＢＮ９７８３３１９０７９７６９

可持续发展能源技术进展
创造可持续发展

ＩｂｒａｈｉｍＤｉｎｃｅｒ等　　编
　　本卷书是能源系列丛书中有关多
学科交叉的一卷，面对全球能源挑战，

介绍了最先进的可持续能源技术，并提

供了减少环境污染的各种解决方案。

为了提供可持续发展能源的真实全场

景信息，本书不仅从工程和科学角度进

行问题描述和预测，提出相关的新概

念，尝试建立模型并进行试验、测量和

仿真，并且涉及到生态、教育、经济和信

息技术等多学科。本书的主题包括太

阳能、风能、生物质成型燃料和生物燃

料、废弃物发电、可再生燃料、地热能和

氢能发电、提高化石燃料效率的方法，

以及包括电池和燃料电池在内的能源

存储技术。

　　本书共有 ４６章：１．云层状况对太
阳辐射质量的比较研究；２．以满足基本
负荷为目标的可再生能源集成系统探

索；３．可变混合物的有机朗肯循环性能
研究４．以双地热为基础的集成制氢系
统测评；５．基于两种可再生能源的多能
源系统遗传算法优化；６．综合能源系统

的性能评估；７．两段式热泵干燥系统的
性能评估；８．基于核能的混合硫循环和
使用 ＨＥＥＰ方法的高温蒸汽电解系统比
较评估；９．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和基于
生物质气化微型燃气轮机的热力学分

析；１０．工作液可变的朗肯循环能量分
析；１１．热化学储能系统：设计，评估和
基于充电温度的参数研究；１２．季节性
分层热能储藏系统的热力学评估；１３．
基于太阳能的微型热电发电系统发展；

１４．单效吸收式储能器的瞬态过程分
析；１５．全球变暖与建筑物形貌对地源
热泵系统性能的影响；１６．拉贾斯坦邦
的聚光太阳能发电现状；１７．带有贮热
水箱的太阳能喷射式制冷系统动态性

能分析；１８．宿舍供电用光伏太阳能电
池和燃料电池联合系统；１９．低能耗示
范用住宅的空气源热泵和太阳能热联

合供暖系统研究；２０．零下低温区的太
阳能热水器；２１．恒定输入功率的定日
镜场中央接收器系统建模；２２．无吸收
器单通道太阳能空气集热器；２３．带有
短距散射器的太阳能发电站；２４．甘油
水相化可再生能源制氢与水滑石衍生

物提取铜镍催化剂的利用；２５．混合结
构成分与官能团的热解条件；２６．阿尔
及利亚太阳能分布图；２７．带有真空管
太阳能集热器并集成加湿和除湿功能

的太阳能海水淡化系统研究；２８．海上
风电场的选址优化；２９．小型风力发电
机叶片设计；３０．基于液体浸没等离子
体的笼形水合物变形制氢方法；３１．伊
朗家用、商用和农业部门中基于风能的

便利分布式发电选择系统；３２．麦克默
里堡住宅楼地热空间加热系统的综合

监测；３３．地热系统中的热传输特性分
析；３４．阿尔及利亚地热应用前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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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垂直地埋管换热器的季节性热流变
化分析；３６．面向家庭供暖与供冷的垂
直管道地热泵系统；３７．地源热泵系统
中能源桩热响应试验分析；３８．纵向和
横向片式散热器的性能比较；３９．新加
坡能源系统的建模分析；４０．低温热源
驱动的发电供热集成系统分析；４１．压
缩天然气和柴油功能的垃圾收集车可

靠性评估；４２．厌氧混合堆中垃圾渗滤
液的厌氧处理和沼气生产系统；４３．对
帕多瓦城市热岛的实验调查；４４．微波
增强型橡胶树热解；４５．提高水电双供
厂的装机容量和效率；４６．水电双供厂
的建模仿真分析。

　　本书第 １作者 ＩｂｒａｈｉｍＤｉｎｃｅｒ是安
大略理工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也是工

程和应用科学学院的项目负责人。他

独自撰写或合作撰写过几十本书，发表

过的期刊和会议论文被引用超过 １０００
次，还发表过很多技术报告。他曾多次

主持国内与国际会议、担任会议主席。

他还参与了很多国际知名会议的初创

工作，包括国际能源与环境专题讨论会

等。他曾经担任过 ３００余次主题演说，
还担任着多种国际期刊的主编和编辑，

如《国际能源研究期刊》，《国际燃烧热

力学期刊》，以及《全球变暖研究》等。

　　本书采用独特的方式，融合了最新
的技术信息、研究成果和成功示范应

用，旨在吸引大量工程师、学生、工程实

践人员、科学家和研究人员，为他们展

现可持续能源技术的最新发展。

宁圃奇，博士，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ＰｕｑｉＮｉｎｇ，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ＡＳ）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Ｐｅｔｒｅｃｃａ

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ｌｉｎ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ｃｏｍ／ｂｏｏｋ／
１０．１００７／９７８－３－３１９－０６５６０－１
Ｅ－ＩＳＢＮ９７８３３１９０６５６０１
Ｐ－ＩＳＢＮ９７８３３１９０６５５９５

能量转化和管理
Ｐｅｔｒｅｃｃａ，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著
　　本书详细介绍了工业和民用能源转
换现状和管理方法，跟踪了能源从产生到

最终用户的总过程。本书基于能源转换

和管理的基本原理和具体应用，综合分析

了常规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电、转化装

置，涉及的方面有：变电站、锅炉厂、热电

厂、电网，热流体输送管道和隔热层、水泵

和风机，空压机系统、冷却设备、高压直

流、照明和热能回收装置。书中还介绍了

能源相关的审计和会计知识，能源和环境

之间的相互关联，以及能源领域的经济分

析和相关教育。

　　本书阐明了能量转换的基本原理，并
列举了丰富的信息和数据，可以帮助读者

解决很多实际问题。从能源转换和管理

的整体角度出发，突破了系统中各个元素

的个体局限性，基于过去的３０年的经验，
介绍了适用于能源系统管理的一组关键

性衡量指标。本书还给出了一套能量转

换的基本公式和数据，便于涉及本领域的

工程人员熟悉和掌握。

　　本书共有２０章：１．基础知识介绍；２．
能源管理单元和技术；３．世界能源需求；
４．发电设施和可再生能源５．变电站；６．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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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装置；７．分布式发电系统：从发电设施
到终端用户；８．热流输送系统；９．提供多
种服务的多用发电厂；１０．水泵和风扇的
主要设施；１１．空气压缩机的主要设施；
１２．制冷系统的主要设施；１３．高压直流系
统的主要设施；１４．照明的主要设施；１５．
热能交换的主要过程和设施；１６．废弃物
和能量回收；１７．能量管理的主要策略和
计划；１８．能量转换和管理的相关教育资
源；１９．节能相关产业投资分析；２０．结论。
　　本书首席作者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Ｐｅｔｒｅｃｃａ是帕
维亚大学工业工程系教授，具有多年研

究、教学和咨询领域的经验。作者写作时

注重分析问题的本质，能够深入到核心以

希望读者完全理解其内涵和难点，然后再

逐步分析解决方案的相关要素。基于长

期能源转换和控制领域的经验，作者决心

开设一门相关的工程类课程，在意大利帕

维亚大学开设课程后，编写了这本具有全

球视野的能源管理专著。

　　本书围绕能量转换的概念，探讨了发
电和配电的相关设施，从常规能源到可再

生能源涉及了不同学科的主题。本书采

用平实的语言，使能源转换领域的基层技

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能够轻松阅读，同时保

持了一定的严谨性和工程性。适用于能

源领域的工程人员，以及电气工程专业、

工业工程、热能专业、自动化专业的师生。

宁圃奇，博士，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ＰｕｑｉＮｉｎｇ，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ＡＳ）

ＭｅｈｄｉＮ．Ｂａｈａｄｏｒｉ

ＷｉｎｄＴｏｗｅｒｓ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Ｃｌｉｍａｔｅａｎｄ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ｌｉｎ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ｃｏｍ／ｂｏｏｋ／
１０．１００７／９７８－３－３１９－０５８７６－４
Ｅ－ＩＳＢＮ９７８３３１９０５８７６４
Ｐ－ＩＳＢＮ９７８３３１９０５８７５７

风塔
结构、气候与可持续性
ＭｅｈｄｉＮ．Ｂａｈａｄｏｒｉ
　　风塔是一种保证空气循环对流以降
低室内温度的建筑。它常见于中东和埃

及等地，以应对当地高温、干燥、大昼夜温

差的环境。风塔高于屋顶数米，通过一个

地下的通道与室内相连，夜间无风时它的

功能类似一个烟囱，让周围低温的空气通

过门窗进入；白天有热空气从风塔进入

时，空气会在通道中被冷却、湿润后进入

室内。本书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风塔的发

展以及建造，同时也分析了不同条件下风

塔的性能。

　　全书共分９章：１－３．风塔的基本原
理，历史以及多种多样的结构形式，内容

偏科普性质，易于理解；４．传统风塔性能
的解析－数值研究；５．新型风塔（湿柱和
湿表面）性能的解析 －数值研究；６．传统
风塔与新型风塔相比较的性能评估；７．结
论与推荐；８．风塔图片；９．背景情况。
　　对风塔感兴趣的读者以及风工程相
关专业研究生和科研人员，本书有一定参

考价值。

聂冰川，博士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ＮｉｅＢｉｎｇｃｈｕａｎ，ＰＨＤｓｔｕｄ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Ｃ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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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ａｔｏｌｉｉＤ．Ｐｏｍｏｇａｉｌｏｅｔａｌ

Ｎａｎ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ｖｉａ
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Ｗａｙｓ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ｌｉｎ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ｃｏｍ／ｂｏｏｋ／
１０．１００７／９７８－９０－４８１－２５６７－８
Ｅ－ＩＳＢＮ９７８９０４８１２５６７８
Ｐ－ＩＳＢＮ９７８９０４８１２５６４７

通过 冷 凝 方 式 制 备 纳 米

材料
ＡｎａｔｏｌｉｉＤ．Ｐｏｍｏｇａｉｌｏ等　　编
　　由于纳米材料具有许多特有的性质，
在催化、滤光、光吸收、医药、磁介质及新

材料等方面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纳米材

料的制备方法很多，按其制备过程可分为

化学法和物理法，其中，物理法中的冷凝

法是最先发展起来的方法之一，也是目前

制备具有清洁界面纳米材料的主要手段

之一。

　　本书总结了用来制备纳米材料的多
种冷凝法，介绍了形成纳米复合材料过程

中的动力学和机制，阐述了新型纳米材料

和纳米技术，综合分析了新的纳米结构材

料的凝结方法，讨论了制备纳米材料的能

量消耗，其中包括热解，光分解和辐射分

解方法，也包含电化学和机械化学方法。

本书还比较了有机体和无机体的化学转

化过程的特点，特别是讨论了纳米复合材

料形成的动力学过程和机理，并分析了这

些纳米结构材料的特性。

　　本书内容分为７章：１．概况；２．聚合体
中还原金属离子（纳米复合材料合成的冷

凝法）；３．合成纳米复合材料的物理化学

方法；４．形成溶胶－凝胶纳米复合材料的
物理和化学过程；５．夹层系统的物理化学
过程。

　　本书由纳米化学和纳米材料专家撰
写，作者ＡｎａｔｏｌｉｉＤ．Ｐｏｍｏｇａｉｌｏ任职于俄罗
斯科学院化学物理问题研究所，为高分子

化学专业教授。他发表了超过２５０篇的文
章，并获得１００份专利。本书适合于纳米
材料科学与技术等专业的研究生或相关

领域的研究人员阅读和参考。

杨盈莹，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ＹａｎｇＹｉｎｇｙｉｎｇ，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ｓ，ＣＡＳ）

ＭａｕｒｏＳａｒｄｅｌａ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ｌｉｎ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ｃｏｍ／ｂｏｏｋ／
１０．１００７／９７８－１－４６１４－９２８１－８
Ｅ－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４６１４９２８１８
Ｐ－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４６１４９２８０１

实用材料表征
ＭａｕｒｏＳａｒｄｅｌａ　　编
　　材料表征是一门日益发展的科学，它
在筛选材料的各种性能中起着关键作用，

应用于各种工业生产并影响着我们的日

常生活。材料表征分析方法随着空间分

辨率的提高、原子成像对比、设备微型化

等的需求也在不断发展和改进。本书集

中讨论了５种主要的分析方法及它们的派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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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法。这些方法不仅适用于大多种类的

材料，同时也为很多情况下的数据分析和

解释提供了足够的证据。

　　全书有５章：１．Ｘ射线衍射和反射率：
Ｘ射线分析方法在鉴定材料张力、结构、应
力、密度、表面粗糙度和材料结晶性能等

工业生产中的各种关键参数中的广泛应

用；２．材料的光学特性概述：介绍了椭圆
光度法、拉曼散射、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

学和分光光度法等多种光学表征方法，且

这些方法广泛应用于研究多种材料特性

的学术和工业实验室；３．Ｘ射线光电子能
谱法和俄歇电子能谱法：介绍了用于探测

材料化学状态和化学特性的 Ｘ射线光电
子能谱法和俄歇电子能谱法，并对利用这

两种方法所做的大量实验结果进行了讨

论；４．二次离子质谱测定法：介绍了二次
离子质谱测定法及其派生方法，指出了这

种方法在很多材料中具有极高的敏感度

和极低的测量范围，且是光电行业材料成

分及杂质含量研究中的重要方法；５．透射
电子显微镜法：介绍了包含新奇材料在内

的多种材料进行试验的样品准备和智能

仪器实验设置的方法，包括怎样选择合适

的镜头和孔径等，介绍了该领域的惊人发

展，利用基本原理讨论了亚埃分辨率和相

差校正显微镜。

　　本书编者 ＭａｕｒｏＳａｒｄｅｌａ是伊利诺大
学香槟分校Ｘ射线分析实验室主任，他于
１９９４年在瑞典林雪平大学材料物理研究
所获得博士学位。本书各个章节的其他

几位作者也都在各自的领域有２０年以上
的科研经验。

　　本书通过讲述和分析大量的具体实
验较全面地介绍了常用材料的分析方法，

适用于材料科学、化学、物理学等相关领

域的研究生和科研人员阅读和参考。

郑耀昕，硕士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

ＺｈｅｎｇＹａｏｘｉｎ，Ｍａｓ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ｐａ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ｅｎｔｅｒ，ＣＡＳ）

ＣｅｌｓｏｄｅＭｅｌｌｏＤｏｎｅｇá

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ｌｉｎ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ｃｏｍ／ｂｏｏｋ／
１０．１００７／９７８－３－６６２－４４８２３－６
Ｅ－ＩＳＢＮ９７８３６６２４４８２３６
Ｐ－ＩＳＢＮ９７８３６６２４４８２２９

纳米粒子
ＣｅｌｓｏｄｅＭｅｌｌｏＤｏｎｅｇａ
　　纳米粒子是指粒度在１—１００ｎｍ之间
的粒子（纳米粒子又称超细微粒），属于胶

体粒子大小的范畴。

　　全书共１０章：１纳米科学范例：尺寸
太重要了；２半导体纳米颗粒的尺度效应，
需要特别强调的量子限制效应；３金属纳
米颗粒在显微镜与光谱中的应用；４纳米
多孔材料与受限制的液体；５受支撑的纳
米颗粒；６胶状纳米颗粒合成的挑战；７电
子显微技术；８扫描探针显微术和光谱术；
９基于电子顺磁共振（ＥＰＲ）的光谱技术；
１０用于胶体纳米颗粒的溶液核磁共振
（ＮＭＲ）工具箱。
　　本书以一种特定纳米材料为例引出
所有纳米科学的基本原理，是一本关于纳

米科学的基础图书，可以用作纳米科学专

业学生的教科书，也可用于从事纳米研究

的化学、物理和材料科学专业高年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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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考书。

　　作者 ＣｅｌｓｏｄｅＭｅｌｌｏＤｏｎｅｇａ博士，荷
兰乌得勒支大学理学院化学系副教授，他

的研究兴趣聚焦于胶质的纳米晶体与异

质纳米晶体的化学和光电特性。

杜利东，助理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

ＤｕＬｉｄｏｎｇ，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ＣＡＳ）

ＭｉｈａｉＬｕｎｇｕ

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Ｐｒｏｍｉｓｅｓａｎｄ
Ｒｉｓｋｓ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ｌｉｎ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ｃｏｍ／ｂｏｏｋ／
１０．１００７／９７８－３－３１９－１１７２８－７
Ｅ－ＩＳＢＮ９７８３３１９１１７２８７
Ｐ－ＩＳＢＮ９７８３３１９１１７２７０

纳米粒子的希望与风险
ＭｉｈａｉＬｕｎｇｕ等　　著
　　诞生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纳米技术，
在２１世纪初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纳米
粒子越来越多地进入了人类赖以生存的

空间。纳米粒子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潜

在影响，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我们

国家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２００４年第２９３
次香山会议上，来自全国的各界科学家专

门讨论了我国应对纳米材料对环境与健

康影响的战略问题。

　　本书聚焦于４个领域的跨学科纳米
粒子研究，包括表征、操纵以及对人类的

潜在影响和对环境的潜在影响。全书共４

部分，第１部分 纳米粒子在人类社会的分
类及来源，含第 １－４章：１．纳米粒子：定
义，分类和一般物理特性；２．纳米粒子的
天然来源；３．纳米粒子的人为来源；４．纳
米粒子在大气中的形成和改变的机制。

第２部分 纳米粒子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含
第５－９章：５．纳米病理学：人体内部纳米
粒子的纳 －生 －相互作用；６．纳米毒性：
必须考虑纳米粒子发展的新情况；７．磁性
纳米粒子在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的应用

中的优点和缺点；８．基于纳流控芯片的质
谱分析溶酶体贮积病的生物标志物检测

的应用；９．纳米医学中多动力脂质体
（ＭｕｌｔｉｄｙｎａｍｉｃＬｉｐｏｓｏｍｅｓ）：技术、生物学、
应用和以疾病为目标的检测。第 ３部分
纳米粒子表征和检测方法，含第 １０－１３
章：１０．有机基体纳米粒子的识别；１１．纳
米金在生物传感分析中应用；１２．电子磁
共振（ＥＭＲ）技术和纳米颗粒表征；１３．用
跟踪分析法表征纳米颗粒。第４部分 排
序、分离和处理纳米粒子的方法，含第１４
－１６章：１４．在微流体器件中用双向电泳
操纵纳米粒子；１５．多维电泳的医学应用
进展；１６．用于靶向给药中的可裁剪生物
多糖纳米胶束。

　　作者 ＭｉｈａｉＬｕｎｇｕ博士，蒂米什瓦拉
的西部大学物理学院副教授，研究兴趣包

括非均匀介质中纳米尺度悬浮液的电水

动力学、从矿物和工业废弃物中回收有用

物质、等离子体物理学和等离子在医学中

的应用等。本书适合从事纳米技术研究

的科研人员阅读。

杜利东，助理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

ＤｕＬｉｄｏｎｇ，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Ｃ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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