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页，共 3 页 

名称 公式 说明 

能量子 E＝hν 
ν是电磁波的频率，h为普朗克常量，h＝6.626

×10
-34J•s 

遏止电压  遏止电压正比于光电子的最大初动能 

光电效应方

程 

hν＝Ek＋W0 

Ek＝hν－W0 

光电子的最大初动能等于光子能量与逸出功的

差，即最大初动能由光子能量(频率)决定 

逸出功 W0＝hν－Ek 动能由光子能量(频率)决定 

截止频率  发生光电效应的条件是入射光频率 ν＞ν0 

光子的动量  
h为普朗克常量，ν是光子的频率，λ为光子的波

长，c为真空中光速 

德布罗意波 

 

 

实物粒子也具有波动性，即每一个运动的粒子都

与一个对应的波相联系，而且粒子的能量 E和动

量 p跟它所对应的波的频率 ν和波长 λ之间，也

像光子跟光波一样 

不确定性关

系 
 

如果要更准确地确定粒子的位置(Δx更小)，那

么动量的测定一定更不准确(即 Δp更大) 

巴耳末公式  
式中 n只能取整数，R称为里徳伯常量 R＝1.10

×107m
-1 

氢原子能级  E1 为氢原子基态能，E1＝-13.6eV 

电子轨道半

径 
rn＝n2r1 

r1 为氢原子基态时电子绕原子核运动轨道的半

径，r1＝0.53×10
-10m 

 

频率条件 hν＝Em－En 
在原子未电离的情况下，原子吸收或辐射光子的

能量必定等于两能级的能量差 

α、β衰变 ，  
原子核衰变时电荷数和质量数都守恒，α衰变和

β衰变一般都伴有 γ衰变 β衰变的实质  

两个衰变 ，  

半衰期 

 

 

放射性元素的原子核有半数发生衰变所需的时

间，叫作半衰期。半衰期由放射性元素的原子核

内部本身的因素决定，跟原子所处的物理状态或

化学状态无关 

质子的发现  1919 年由卢瑟福发现 

中子的发现  1932 年由查德威克发现 

质能方程 
E＝mc2 

ΔE＝Δmc2 

原子核释放能量时，要产生质量亏损，该公式揭

示了质量亏损与能量之间的关系 

核裂变  

使重核分裂成中等质量的原子核的核反应叫重核

的裂变，重核裂变产生的中子使裂变反应一代接

一代继续下去的过程叫链式反应 

核聚变  两个轻核结合成质量较大的核的反应叫核聚变 

分子质量  
(1)式中 V0 为分子的体积、d为分子的直径、m0

为分子的质量；V为物体的体积、Vmol 为摩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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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体积  
积、m为物质的质量、mmol 为摩尔质量、ρ为物

质密度 (2)可估算固体、液体分子的分子质量、

大小(认为分子一个挨一个紧密排列)；不可估算

气体分子的大小，只能估算气体分子所占空间、

分子质量 (3)固体、液体一般应用球体模型，气

体一般应用立方体模型。对气体，V0 应为气体分

子占据的空间大小，d应理解为相邻分子间的平

均距离 

分子直径 

球体模型：  

 

立方体模型：  

分子的数量  

分子直径  

用滴管将浓度为 c%的油酸酒精溶液逐滴滴入量

筒中，记下滴入单位体积 V0 的油酸酒精溶液的

滴数 N；用滴管吸取油酸酒精溶液，逐滴向水面

上滴入，记下滴入的滴数 n；在玻璃板上描绘油

酸薄膜轮廓，将玻璃板放在坐标纸上，坐标纸上

每个小正方形的面积为 S0，数出轮廓内正方形的

个数 A 

分子力的大

小 
F＝F 斥－F 引 

(1)当分子间距离为 r0(约为 10
-10m)时，分子力

为零，分子势能最小 (2)当分子间距离 r＞r0

时，分子力表现为引力。当分子间原离由 r0 增大

时，分子力先增大后减小(3)当分子间距离 r＜r0

时，分子力表现为斥力。当分子间距离由 r0 减小

时，分子力不断增大 

热力学温度

与摄氏温度

的关系 

T＝t＋273.15K 

(1)两种温度数值不同，但改变 1K 和 1℃的温度

差相同 (2)0K 是低温的极限，只能无限接近，

但不可能达到 

分子动能  

分子总动能为分子平均动能与分子数的乘积。分

子平均动能由温度决定。分子平均速率与分子质

量有关 

内能 U＝Ek＋Ep 
物体中所有分子热运动的动能和分子势能的总

和，叫作物体的内能 

玻意耳定律 

pV＝C或 p1V1＝p2V2 

微观解释：一定质量的理想气体，温度保持不变

时，分子的平均动能是一定的，在这种情况下，

体积减小时，分子的密集程度增大，气体的压强

就增大 

 

p—V图像和 p— 图像(T2＞T1) 

 

查理定律 
或 或  

微观解释：一定质量的气体，体积保持不变时，

分子的密集程度保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温度

升高时，分子的平均动能增加，气体的压强就增

大 

P∝T p—T图像和 p—t图像(V2＞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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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吕萨克

定律 

或 或  

微观解释：一定质量的气体，温度升高时，分子

的平均动能增加，只有气体的体积同时增大，使

分子的密集程度减小，才能保持压强不变 

V∝T 

V—T图像和 V—t图像(p2＞p1) 

 

理想气体的

状态方程 
或  

C是与 p、V、T无关的常量，左边两式都叫作一

定质量的理想气体的状态方程 

热力学第一

定律 
ΔU＝Q＋W 

一个热力学系统的内能增量等于外界向它传递的

热量与外界对它所做的功的和 

相对湿度  

用空气中所含水蒸气的压强 p来表示的湿度叫作

空气的绝对湿度，空气中所含水蒸气的压强 p与

同一温度时水的饱和汽压 ps的比值叫作空气的相

对湿度，相对湿度更能够描述空气的潮湿程度 

热机效率  
热机做的功和它从热源吸收的热量的比值叫作热

机效率，热机效率不可能达到 100% 

熵 S＝klnΩ 

式中 k叫作玻耳兹曼常量，字母 Ω表示一个宏观

状态所对应的微观状态的数目，熵用字母 S表

示。在任何自然过程中，一个孤立系统的总熵不

会减小。这就是熵增加原理，也是热力学第二定

律的另一种表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