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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程光学（第3版）》是普通高等教育&ldquo;十一五&rdquo;国家级规划教材，是根据高等教育
规划教材的编写要求，以及更新教材内容、反映现代科技发展和应用的原则，在普通高等教育&ldquo;
十五&rdquo;国家级规划教材《工程光学（第2版）》基础上重新修订而成的。
《工程光学（第3版）》编写一贯坚持注重基本理论的论述，加强理论与工程实际的结合，突出现代
光学与光学技术发展的指导思想。
《工程光学（第3版）》修订后仍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几何光学与光学设计，下篇为物理光学。
全书系统地介绍了工程光学的基本原理、方法和应用。
《工程光学（第3版）》可作为高等学校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类、仪器仪表类及其相近专业的教材，
亦可作为物理和光学类专业的选修课教材或参考书，也是从事光电信息科学与技术、仪器科学与技术
等相关领域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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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量损失四、光学系统的总透射比第四节 颜色的分类及颜色的表观特征一、颜色及其分类二、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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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此外，全息滤波器、全息光学互联器件等，也广泛用于激光技术及光计算领域。
（二）全息显示全息显示利用全息术能够再现物体的真实三维图像的特点，是全息术最基本的应用之
一。
已经成功制成的人体骨骼、地铁模型、大型雕塑像、各种机床等的全息图，全息图面积甚至可
达1-1.5m2。
反射全息图由于是体全息，能在白光照明下呈现单色像，若用红、绿、蓝三种波长的激光拍摄彩色物
体的全息图，则能再现彩色的三维图像。
近年，一种与计算机紧密结合的数字像素全息出现在市场上。
全息显示的应用已涉及到艺术、广告、印刷、军事等许多领域。
（三）全息干涉计量全息术最成功、最广泛的应用之一是在干涉计量方面，全息干涉计量技术具有许
多普通干涉计量所不能比拟的优点，例如可用于各种材料的无损检测，非抛光表面和形状复杂表面的
检验；可以研究物体的微小变形、振动和高速运动等。
这项技术采用单次曝光（实时法）、二次曝光以及多次曝光等多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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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工程光学(第3版)》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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