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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知识的增长和更新十分迅速，且学科之间不断交叉融合和渗透。
光学也不例外，甚至是在更加日新月异迅猛地发展。
光学与其他学科和技术相结合，开拓出一个又一个新的科研和应用领域，推动着整个科学技术和生产
的迅速发展。
虽然光学的最基本的理论基础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但光学与其他学科和技术结合，却引入了相应的
新概念、新方法和数学手段，从而使光学变得更深刻、更丰富多彩和更充满活力。
我国的普通物理光学教材在基本知识、基本概念、基本规律和方法讲述上是具有特色的，而且多年来
，在使教材现代化方面做了许多有益而可贵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我们在多年从事光学教学和科研的基础上，编写了作为普通物理教材的《
光学》。
编写本书时，我们注意加强基础，扩大知识面，增加信息量，既重理论也重应用，更在如何使基础内
容现代化上下功夫。
同时致力于将书写“薄”，全书约30万字。
我们将光学的近代发展纳入基础内容中讲述，努力使新观点、新技术、新方法和光学课基本的传统内
容有机结合。
当然，纳入的只是和基础紧密联系而不需太多数理准备的前沿内容，或者只需一般了解类似科普式介
绍的拓宽部分，以引导学生接触学科前沿发展领域，并加深对本课程的理解。
增加新内容但不增加学时，我们删除、压缩了一些过时的、次要的或平行性的、或与其他课程重复的
内容，对传统教学内容进行了精选、整合和重构。
几何光学的研究方法直观简便，学生在中学就有一定的基础，光学的许多基本知识基本概念也宜在此
引入，故本书将它放在第一章。
其中介绍了费马原理，物像之间的等光程性，理想光学系统成像的傍轴条件，单球面与薄透镜成像，
光阑、入射光瞳、出射光瞳、景深、焦深、像差、齐明点等。
对共轴球面系统我们只是说明：实际上目前广泛应用的是采用矩阵追迹方法，通过计算机一次完成共
轴系统的计算，而不是大多数教材仍在介绍的逐次成像法，并且简单说明了矩阵方法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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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光学》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全书对传统教学内容进行了精选、整合和重构，将光学的近代
发展：比如一些与基础内容联系紧密且不需太多理论准备的前沿内容：纳入到基础内容中讲授，努力
使新观点、新技术、新方法和光学的传统内容有机的结合，尽量做到拓宽基础、扩大知识面，既重理
论也重应用，以适应较多的读者。
全书包括几何光学、光波场的描述、光通过各向同性介质及其界面所发生的现象、光的干涉、光的衍
射、成像仪器与光谱仪、空间频率滤波与全息术、光在各向异性介质中的传播、光源和光探测器、非
线性光学10章。
《光学》可作为物理类专业光学课程的教材，也可供其他专业和社会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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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代数分析方法（赛德尔像差理论） 它对各种像差都导出了具体的数学表达式
，物理概念清楚，理论水平较高。
但大量公式给运算带来了很多麻烦。
 （2）光线追迹方法这种方法倾向于实用性。
由于应用了矩阵追迹方法和计算机运算，可以直接追迹大量的实际光线，摆脱了繁杂的代数公式，这
样算得的像差总效果比用赛德尔像差理论求得的近似解析解直观而精确得多，它导致了整个光学系统
设计过程的现代化。
 2.波像差 波像差则是从波动观点出发，考虑出射光的波面相对入射光波面的畸变，称为波像差。
几何像差和波像差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我们可以由波像差求出几何像差，也可以由几何像差
求出波像差，在一般光学设计软件中都具有计算波像差的功能，可以方便地计算出已知光学系统的波
像差。
对像差比较小的光学系统，波像差比几何像差更能反映系统的成像质量，一般认为，若最大波像差小
于四分之一波长，则实际光学系统的质量与理想光学系统没有显著差别。
 目前已有成熟的计算机程序用于计算几何像差和波像差，一般的光学设计人员不必具体了解它们的计
算方法和计算过程，只需要知道这些程序所要输入的参数，按规定要求，输入这些参数后，启动程序
即可获得所要求的计算结果。
 3.几何像差分类 光学系统的几何像差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单色光所产生的，称为单色像差，它包括球
差、彗差、像散、像场弯曲、畸变五种；另一类是由于光学材料对不同波长的光有不同的折射率，因
而不同波长的光的成像位置和大小都不同，称为色差，它包括位置色差和放大率色差。
 球差和彗差是由大孔径引起的，即由光轴上和靠近光轴的物点用宽光束（光束入射孔径角大，已不局
限于傍轴范围）成像造成，像散、场曲和畸变是由大视场引起的，即远离主轴的物点用大倾斜度的细
光束（光束孔径角可以很小）成像造成，所以单色像差都是由于角度值较大（sini≈i不再成立）而引
起。
 下面以透镜为例，简单介绍各种几何像差的形成原因、现象和大概的消除途径。
为了讲述的方便，讨论某种像差时，假设其他像差都不存在，实际上各种像差是同时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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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光学》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
成果，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和普通高等教育“九五”规划教材。
《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光学》可作为物理类专业课程的教材，也可供有关专业的学生和教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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