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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初期以来，光学作为物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对近代物理学乃至整个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
的发展都发挥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从狭义相对论和量子论的诞生、X射线的发现到激光的产生和全息术的发明，无不渗透着光学研究的
巨大成就。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激光技术及其应用的迅速发展，以近代光学理论与技术为基础的光子技术，
包括光通信、光信息处理与存储、光计算、光显示、光电探测与精密测量、军事光电对抗技术等，已
成为现代高新技术的代名词之一。
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光学学科如同计算机学科的发展一样迅速，大量的新现象、新理论
及新技术不断被发现或提出。
激光器及形形色色的光学仪器已成为包括物理、信息、仪器仪表、材料、生物医学、航空航天等各类
专业领域的实验室中越来越不可缺少的关键设备之一。
于是从物理学角度来看，光学是一门基础课程；从应用科学角度来看，光学又是一门技术基础课程。
不仅物理学各专业需要，而且随着学科间的不断交叉和渗透，许多相关的工程技术类专业也需要开设
这门基础光学课程。
　　本书是根据作者多年来讲授应用物理专业光学课程及其他相关课程的教案和教学体验编写而成，
既包含了基础光学的传统内容，也包含了许多与科技应用密切相关的现代光学前沿内容，同时还包含
了作者的一些研究心得。
在内容的安排上，本书汲取了国内外近二十年来出版的优秀基础光学教材的优点，结合作者多年的教
学尝试和研究，一改通常按几何光学、波动光学、量子光学分叙或经典光学与现代光学完全分割的内
容编排方式，采取了一种新的结构，更新了对基本概念的阐述思路，从而增强了基础光学内容的系统
性、紧凑性和时代感。
除开篇的绪论外，全书共分为八章，每章末附有讨论思考题和习题。
全书以光波、光线和光子的传播特性为主线，并将现代光学的概念贯穿于始终。
这主要是考虑到目前的学生从很早就可能已经耳濡目染了许多现代光学技术的应用事例，如光盘、光
通信、光显示、光传感、激光制导、激光武器等，在适当的教学安排和导引下，完全可以从一个较新
的视点来认识和掌握基础光学的内容。
　　本书可作为综合大学和理工科院校应用物理学、光信息科学与技术、材料物理等专业的基础光学
课程教材，也可以作为有关工程类专业如电子科学与技术（光电子技术）、光电信息工程、测控技术
与仪器等的类似课程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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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光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是根据作者多年来讲授应用物理专业光学课
程及其他相关课程的教案和教学体验编写而成的。
《光学》从现代光学视角对基础光学内容和体系的编排作了新的尝试，一改传统的按几何光学、波动
光学、量子光学顺序或经典光学与现代光学完全分割的内容编排方式，着重以建立光的完整图像为目
标，以光波、光线和光子的传播特性为主线，系统地介绍了光学的基本概念、理论、规律、分析方法
以及重要应用。
书中各章末还附有精选的习题和讨论思考题。
《光学》基本概念准确，物理图像清晰，叙述思路独特，逻辑体系严谨，数学运算简洁，取材具有时
代感。
可作为高等学校应用物理学、光信息科学与技术、光电信息工程以及材料物理等专业的基础光学课程
教材，也可以作为相关工程类专业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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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辐射1.4.2 辐射度学与光度学1.4.3 辐射能通量与光通量1.4.4 发光强度与光亮度1.4.5 光照度1.4.6 色度与
三基(原）色1.4.7 光度学基本量的单位1.5 光波场的量子性1.5.1 黑体辐射1.5.2 光电效应1.5.3 康普顿效
应1.6 光的波粒二象性1.6.1 光波与光子的对立统1.6.2 德布罗意方程1.6.3 对光的本性的再认识习题讨论
思考题第2章 光学成像的几何学原理2.1 几何光学咸像的基本概念2.2 光在单个球面上的折射与成像2.2.1
基本概念和符号规则2.2.2 光在单个球面上的折射，同心性的破坏2.2.3 轴上物点的傍轴光线成像2.2.4 高
斯物像公式2.2.5 中顿物像公式2.2.6 光在单个球面上的反射成像2.2.7 光在单个平面上的折射、反射成像
，2.2.8 离轴物点的傍轴光线成像2.2.9 成像放大率2.2.10 亥姆霍兹公式与拉格朗日一亥姆霍兹定理2.3 共
轴球面组的傍轴成像透镜2.3.1 共轴球面组的傍轴成像2.3.2 透镜及其分类2.3.3 厚透镜的成像特性2.3.4 薄
透镜的成像特性2.3.5 自聚焦透镜及其成像特性2.4 理想光具组理论2.4.1 理想光具组2.4.2 理想光具组的
基点和基面2.4.3 焦点、主点、节点间的位置关系2.4.4 理想光具组成像的几何作图法2.4.5 共轴球面组的
基点基面2.5 像差2.5.1 单色像差及其消除2.5.2 色像差及其消除2.6 光阑2.6.1 孔径光阑、入射光瞳、出射
光瞳，2.6.2 视场光阑、入射窗、出射窗2.6.3 像的亮度和照度2.7 几何光学仪器原理2.7.1 成像仪器2.7.2 
眼睛及助视仪器2.7.3 简单放大镜2.7.4 目镜2.7.5 显微镜2.7.6 望远镜2.7.7 激光扩束器2.7.8 分光仪器习题
讨论思考题第3章 光的干涉与相干性3.1 波前傍轴条件与远场条件3.1.1 波前的概念3.1.2 同轴球面波的傍
轴条件与远场条件3.1.3 离轴球面波的傍轴条件与远场条件3.2 波动叠加与光的干涉3.2.1 波动的独立性
、叠加性及相干性3.2.2 光的相干条件3.2.3 双光束干涉及干涉条件3.2.4 两束平面波的干涉3.2.5 多光束干
涉及干涉条件3.2.6 获得相干光波的方法3.3 分波前干涉光场的空间相干性3.3.1 杨氏双孔干涉实验3.3.2 
光源宽度对干涉条纹图样的影响3.3.3 光场的空间相干性3.3.4 其他分波前干涉实验3.4 分振幅干涉(薄膜
干涉）3.4.1 光波经薄膜层的反射和透射3.4.2 总光程差与总相位差3.4.3 干涉条件3.4.4 等倾干涉3.4.5 等厚
干涉3.4.6 定域干涉与非定域干涉3.4.7 复色光或白光照明下的薄膜干涉3.5 迈克耳孙干涉仪光场的时间
相干性3.5.1 迈克耳孙干涉仪的结构3.5.2 干涉条纹特点3.5.3 光源的非单色性对干涉图样衬比度的影
响3.5.4 光场的时间相干性3.5.5 时间相干性与空间相干性之比较3.6 法布里－珀罗干涉仪3.6.1 干涉仪结
构3.6.2 干涉图样特点3.6.3 法布里－珀罗干涉仪的应用3.7 其他干涉仪3.7.1 泰曼－格林干涉仪3.7.2 傅里
叶变换干涉仪3.7.3 马赫－曾德干涉仪3.7.4 塞纳克干涉仪习题讨论思考题第4章 光的衍射与变换4.1 衍射
现象及其数学描述4.1.1 光的衍射现象4.1.2 惠更斯原理4.1.3 惠更斯－菲涅耳原理4.1.4 菲涅耳－基尔霍夫
衍射积分4.1.5 巴俾涅原理4.1.6 衍射现象的分类4.2 菲涅耳衍射⋯⋯第5章 光学成像的波动学原理第6章 
光的双折射与光调制第7章 光的吸收、色散及散射第8章 激光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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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光电效应的基本概念　　某些材料中的束缚电子在光场作用下变成自由电子的现象称为光
电效应.光电效应分外光电效应和内光电效应.所谓外光电效应是指金属表面受光照射时有电子逸出的
现象。
内光电效应则是指某些晶体或半导体材料内的束缚电子受光的激发而成为自由电子，并在材料内部形
成导电的载流子（电子－空穴对）的现象；若这些光生载流子引起材料的导电率显著增加，则称为光
电导效应；若这些光生载流子的运动造成电荷积累，使得材料的某两个端面之间产生一定的电位差，
则称为光生伏打效应.受光的作用而获得自由的电子称为光电子，光电子或光生载流子在电场作用下的
定向流动称为光电流.利用光电效应原理制作的光探测器件称为光电管，如基于外光电效应的真空光电
管和光电倍增管，基于内光电效应的硅光电池、硅光二极管、硫化铅光敏电阻、硫化镉光敏电阻等.光
电管可以将各种光信号，特别是不可见的紫外和红外光信号，转换成电信号，已成为光信号探测不可
缺少的重要器件.此外，生物物理学研究表明，植物的光合作用、动物眼睛的视觉等，也都是由内光电
效应引起的。
　　（2）光电效应的实验规律　　最初发现的光电效应是外光电效应.图1.5－5是研究光电效应的一个
典型实验装置示意图.光电阴极K和阳极A密封于高真空容器内，容器上部开一个石英玻璃小窗（石英
即水晶，能透过紫外线），从而构成一个光电管.光束经小窗进入光电管并照射在光电阴极K上，逸出
的光电子经电场加速后，向阳极A运动而形成光电流.用安培表和伏特表分别测量光电管产生的光电流
强度／和加速电压y的大小。
实验结果表明，光电效应具有如下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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