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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光与物质相互作用的经典与量子特性以及最新的实验与理论的研究成果出发，系统介绍这门新
学科（相对于经典光学而言）即量子光学的建立和发展。
内容共8章，前三章为光场与介质相互作用的半经典与光量子理论，是全书的预备知识。
4～7章为量子光学的主体，含激光振荡、光的相干性、场的相关函数表示、光的相干态、P表象、光
场二阶相关函数、群聚与反群聚、EPR悖论、Bell不等式、光的纠缠态、压缩态，还有共振荧光、激光
偏转原子束等。
第8章为光学参量下转换的动力学及其应用。

本书可供高等院校物理与激光专业的本科生和相关专业的研究生阅读，也可供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和应
用的科研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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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1章 光与非线性介质相互作用的经典与量子理论 光波在非线性介质中的传播、通过
非线性介质的波波相互作用及非线性介质极化率计算，均属非线性光学研究的重要内容[1～3]。
本章首先讨论在给定非线性极化率情况下的波波耦合问题，着重讨论三波耦合及四波耦合，其中涉及
了很多我们所关心的非线性光学现象。
理论基础是Maxwell方程，属经典理论，其次讨论非线性介质的极化率计算，理论基础是Maxwell方程
与Schrodinger方程，属半经典理论。
最后简要讨论粒子表象、场的量子化规则、原子辐射的线宽与能级移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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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量子光学导论(第2版)》可供高等院校物理与激光专业的本科生和相关专业的研究生阅读，也可供从
事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的科研人员参考。
《量子光学导论(第2版)》对第一版进行了修订和充实。
第2、5-8章内容均有所增加，但总的结构没有变。
第2章增加了光脉冲自聚的多焦点现象，光束传输的ABCD定理以及光脉冲的“超光速传输”。
第6章增加的6.4.2节“不取旋波近似情形二能级原子的共振荧光谱”是参照了刘仁红同志的文章写成的
。
第7章增加的7.8节“原子的玻色一爱因斯坦凝聚”是参照闫珂柱教授的论文写成的。
第2、5、8章增加的内容，部分参照了赵超樱、郭奇志等同志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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