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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代光学基础》讲述了激光的出现和发展使光学的面貌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相继出现了许
多新的学科分支和新兴技术，为了适应光学学科这样的变化和发展，作者在多年教学和研究的基础上
，精选了部分相干光理论、标量衍射、傅里叶光学、光全息术、晶体光学、导波光学和非线性光学等
内容编辑成该书，主要对基夺概念和物理图像进行了较系统和深入的分析，论述浅显易懂。
由于光学与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工程技术联系密切，所以书中编入了一些重要实验和应用技术。

　　该书适用于高等院校有关专业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也可供光学科技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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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书是根据作者多年来在西安交通大学为应用物理、光信息科学与技术及材料物理等专业讲授“
近代物理学”课程的讲稿修改和补充而成的。
　　传统上近代物理学（原称原子物理学）与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合称普通物理学，是应用物
理等专业第四学期的一门基础课程，它既是普通物理学的最后一部分，也是学生学习近代物理学的开
始。
　　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理论基础，研究物质结构各层次基本单元的性质、相互作用及运动规律是
近代物理学的主要内容。
根据现行教学计划的安排，有关相对论方面的基本内容分别放在力学和电动力学中讲授。
因此本书主要用量子力学的基本概念和图像分析物质微观结构各层次的实验现象，讲述在此基础上形
成的理论分析和处理方法。
简而言之，本书主要讲述微观物理学。
　　20世纪发生的科学技术革命主要源于近代物理学的发展，从21世纪科学技术发展的总趋势来看，
物理学对其他科学技术领域，如生物、信息、材料和能源等学科的辐射渗透力很大程度上仍将来自于
近代物理学。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上述学科成熟性的标志之一在于应用量子物理学的水平。
因此近代物理学课程，不仅为学生进一步学习量子力学和固体物理学等后续课程打好基础，而且对他
们科学思维方法的训练、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以及探索精神的培养起着重要作用。
　　基于这种精神，本书并不是完全按照近代物理历史发展的轨迹来安排教学内容，而主要根据近代
物理学本身的逻辑规律来编写，目的是为了加强课程理论的系统性和连贯性，给学生一个合乎逻辑的
统一的知识结构。
　　本书第一章扼要介绍了物质微观结构的全貌，它是近代物理学的基本内容，也是本书以后各章讨
论的内容的精缩。
第一章的最后通过历史回顾一节向读者说明物理学家在建立了适用于宏观现象的经典物理学后，必然
向微观领域挺进，并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新概念、新原理和新方法，导致了一个新的科学概念
体系——量子物理学的产生。
第二章着重讲述量子物理学的实验基础，从表现辐射的粒子性和实物粒子的波动性的实验事实出发，
说明微观粒子的状态用波函数描述的必然性。
原子是物理上研究的第一个微观系统，通过d粒子对原子的散射实验和原子光谱的观测建立起来的两
个模型——卢瑟福有核模型和玻尔模型是量子物理学早期阶段所建立的唯象理论，它们所遇到的不可
克服的困难，成为量子力学波函数的概率诠释和薛定谔波动方程建立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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