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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日历 
 

课程名称       场与物质相互作用                            

课程代码      31-070200-B02-17           课程性质           

主讲教师     邵彬     20 17  —20  18 学年第 1  学期 

辅导教师                              学院 

授课对象      博士生                             

 

周 

次 

上课 

方式 

时 

数 
授  课  内  容 

课外阅读和书面的作业 学习检查 
参考书名

和章节 时数 内  容 检查方式 所需时间 

4 授课 4 量子力学三个绘景   
课堂记

录 
 

近代量

子光学

导论 

5 授课 4 
密度算符理论 

辐射场量子化 

 

  同上  同上 

6 授课 4 
粒子数态及相干态 

 
  同上  同上 

7 授课 4 
相位算符及相态 

单模及双膜压缩态 

 

  同上  同上 

8 授课 4 
受激原子的自发发

射 

 

  同上  同上 

9 授课 4 

多光子过程的  J-C 

模型 

崩塌与回复效应 

 

  同上  同上 

10 授课 4 
旋波近似与虚光子

过程 
  同上  同上 

11 授课 4 
福克-普朗克方程 

 
  同上  同上 

12 授课 4 
特征函数与准概率

分布函数 

 

  同上  同上 

13 授课 4 
场与超导约瑟夫森

结相互作用 

 

  同上  同上 

14 授课 4 
场与量子点相互作

用系统 

 

  同上  同上 

15 授课 4 
 热点问题研讨 

 
  同上  同上 

时数  

 

 

教学计划 

全总 

学时 

期数 

学时分配 每

周

时

数 

讲

授 

实

验 

习

题 

考

核 

教学计划 48 48    4 

实际上课 48 48    4 

 



 2 

         

         

 

一、 教学目的 

 

对场与物质相互作用系统核心理论的研讨与学习，掌握辐射场量子化及其与物质相互作用

的基本原理，掌握场与原子、超导器件、半导体量子点等系统相互作用的处理方法和物理特点，

了解若干前沿研究热点问题，提高解决该相互作用系统问题的方法和研究能力。 

 

 

二、 授课方法和方式 

 

课堂讲授与专题讨论结合，研讨和分析前沿热点问题。 

 
 

三、 成绩评定方式 

学生需提交一份论文形式的研读报告，根据报告内容及学习情况并参考上课情况评定最后

成绩。 

 

四、 教材和必读参考资料 

 

1. 彭金生，李高翔，近代量子光学导论[M]，科学出版社：1996 

2. Scully M O , Zubairy M S. Quantum optics[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3. Haroche S, and Raimond J M. Cavity quantum electrodynamics[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94. 

 

 

 

 
 

 

   任课教师    邵彬                     2017    年  10 月   日 

 

 

教学院长                             年   月   日 

 

 

注： 

1. 此教学日历由授课教师填写，教学院长签字后执行，学院留存一份。 

2. 任课教师应将教学日历提供给上课的研究生，课程完成后填写实际上课的学时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