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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緒論 
 

1-1 物理學簡介 

一、 物理學： 

1. 架構圖 

 

 

物理 ⇒ {

what →什麼是物理？    

why →為什麼學物理？ 

How and when →物理學

   

 

    遵守 

 

模組 ⇒ {

  

實驗

↑↓ 

理論

 

 

2. 應用尺度 

               10−9m(= 1nm)        1m                  109m(= 1Gm) 

我  在  想……？ 

 

→ {
測量

觀察
 
→ {

數字

單位
 
(1 − 2) → {

基本單位(7)

輔助單位(2)
 

古典力學

量子力學 相對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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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典物理                                                                            

 ↑之前                                                                          

1900                                                                                    

↓之後                                                                         

近代物理 {
相對論(Albert Einstein)

量子力學(Planck)            
                            

 
{
 
 

 
 力學(Galileo、Kepler、Newton)           

熱學(Carnot、Joule、Watt)                    

電磁學(Coulomb、Ampere、Faraday)

光學(Snell、Huyg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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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演進 

時
間
軸 Aristoteles

（亞里斯多德）
↓

物理學
(Physics)

力
學

光
學

Ptolemy

（托勒米）
↓

地心說
(天動說)

Copernicus

（哥白尼）
↓

太陽中心說
(日心說)

Galileo

（伽利略）
↓

力學奠基者＆
開創實驗物理學

↓
思想實驗

Kepler

（克卜勒）
↓

行星運動
三大定律

Snell

（司乃耳）
↓

折射定律

Newton

（牛頓）
↓

力學三大
運動定律

西元前352年 2世紀 1543 1590 1618

1621

1687

Franklin

（富蘭克林）
↓

命名正.負電荷

電
磁
學

熱
學

Coulomb

（庫侖）
↓

靜止點電荷間
的電力定律
(庫侖定律)

Oersted

（厄斯特）
↓

電流磁效應

Ampere

（安培）
↓

安培定律

Faraday

（法拉第）
↓

電磁感應

Watt

（瓦特）
↓

蒸汽機

Carnot

（卡諾）
↓

熱機循環
理論

Joule

（焦耳）
↓

熱是能量
的一種

Maxwell

（馬克士威）
↓

馬克士威方程式
(Maxwell`s Eqs)

&

預測電磁波

1748 1785 1820 1831

1765 1824 1843

1864

→

Hertz

（赫茲）
↓

證明電磁波
的存在

1888

⌇⌇
1900

Planck

（普朗克）
↓
提出

「量子論」

Einstein

（愛因斯坦）
↓

相對論
&

光電效應

1905

Millikan

（密立坎）
↓

油滴實驗

1909

古典物理 ← → 近代物理

Newton

（牛頓）
↓
光的
微粒說

1704

Young

（楊格）
↓

雙狹縫
干涉實驗

1801

Huygens

（惠更斯）
↓
光的
波動說

1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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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量 
物理量 

常用代號 
單位名稱 

單位 

代號 
制定標準 

基 
 

本 
 

單 
 

位 

長度 L 或ℓ 公尺 m 1 公尺： 光在真空中行進 
1

299,792,458
 秒的距離。 

質量 M 或 m 公斤 kg 1 公斤： 
「鉑銥合金公斤原器」的質量。   

※唯一以人造模型作為標準 

時間 t 秒 s 1 秒： 銫-133原子震動 9,192,631,770 次所需的時間。 

電流 I 安培 A 1 安培： 
相距 1公尺的兩平行載流導線，使每公尺導線受力2 ×
10−7牛頓的電流。 

溫度 T 
克耳文 

（絕對溫標） 
K 1 克耳文： 水三相點的 

1

273.16
。 

數量 n 莫耳 mol 1 莫耳： 0.012 公斤的碳-12原子所含的物質數量。 

光強度 E 或 I 燭光 cd 1 燭光： 
頻率540 × 1012赫之光源發出之單色輻射，在單位立

體角有
1

683
瓦特之發光強度。 

輔 

助 

單 

位 

平面角 θ 弳 rad 1 弳： 
自圓周上截取一段與圓半徑等長之圓弧所張圓心角之
角量。(1 rad＝1 m/m＝1) 

立體角 Ω 
立弳 

球面度 
sr 1 立弳： 

等於自圓球面上切取之面積與球半徑平方相等之球面
所張球心角之立體角量。(1 sr＝1m2/m2＝1) 

 

1. 長度基本單位－「公尺」的定義： 

(1) 原始定義：自地球北極到赤道之通過巴黎的子午線，期間距離的千萬分之一（即10−7倍）稱為 1 公尺。 

(2) 標準米原尺：依此標準使用鉑銥合金製成一個公尺原器，於 0℃ 時，公尺原器上兩端刻痕間的距離為 1 公尺。 

(3) 1960年，國際度量衡大會改用氪-86（ Kr36
86 ）所發射橘黃色光波長的 1650763.73 倍訂為 1公尺。 

(4) 1983年，國際度量衡大會重新制定，光在真空中行進 
1

299,792,458
 秒的距離為 1公尺。 

 

2. 質量基本單位－「公斤」的定義： 

(1) 原始定義：1 公克 = 以 1立方公分的純水，在 4℃ 時的質量。 

     ⟹ 有兩點不妥：○1 真正的純水不容易取得；○2 牽涉到另一個基本單位－「溫度」。 

(2) 1799年，人們以接近 4℃ 時 1立方公分水的質量為目標，製作一件純鉑的公斤原器。 

(3) 1901年，國際計量大會上將國際公斤原器的質量定義為「公斤」。之後製造使用「鉑銥合金」的公斤標準砝碼。 

(4) 2005年，國際度量衡委員會（CIPM）建議以基本物理量為基礎對公斤進行重新定義，不過預計在 2015年前仍不

會作出最終決定。 

 

3. 時間基本單位－「秒」的定義： 

(1) 原始定義：1 秒 ＝ 
1

86,400
 平均太陽日。 

(2) 1965年，國際度量衡會議決定以西元 1900年，地球繞太陽一週所需的時間（回歸年）的 
1

31,556,925.9747
 定為 1 秒。 

(3) 1967年召開的第 13 屆國際度量衡大會對 1 秒的定義是：銫-133（ Cs55
133 ）原子基態的兩個超精細能階間躍遷對應

輻射的電磁波，震動 9,192,631,770 個週期的持續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