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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光电信息技术是由光学、光电子、微电子等技术结合而成的多学科综合技术，涉及光信息的辐射
（产生）、传输、探测以及光电信息的转换、存储、处理和显示等内容，它是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一
个主方向，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各个领域。
　　光电探测技术是光电信息技术的源头。
随着激光技术、光波导技术、光电子技术、光纤技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以及傅里叶光学、现代光
学、二元光学和微光学的出现和发展，光电探测技术无论是探测方法、原理、精度和效率，还是其适
用的领域或范围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为适应“光信息科学与技术”和“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基础教学的需要，在“重基础、宽口径
、诱导科研潜能”的指导思想下，编著者在讲义和教案的基础上，编写了《光电探测技术与系统》这
本书，力求全面、系统地介绍光电探测技术与系统的有关知识、方法、原理和典型应用。
　　本书可作为大学“测控技术与仪器”和“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教学用书，也可供自动控制
、光机电一体化、应用物理等专业师生及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参考。
为便于教学，本书配有电子教学课件，任课教师可从华信教育资源网（www.hxedu.com.cn）免费下载
。
　　全书分为9章，各章内容安排如下：　　第1章为绪论，简要介绍信息技术、光电信息技术及光电
探测技术的概念，光电传感器的原理和类型，光电探测系统的构成及分类，经典的光电探测系统，光
电探测系统的特点，以及光电探测技术的发展趋势。
　　第2章主要探讨光辐射和光源技术，着重介绍黑体辐射、激光器和光调制器。
　　第3章讲述光路中的光学规律与光学器件，具体内容包括：光路中的各种光现象（如反射、折射
、干涉、偏振等），光学系统（涉及滤光片、光栅、单色仪和干涉仪等），光束定向技术和扫描器，
光在大气中的传播与衰减，等等。
　　第4章介绍十多种光电探测器件，包括光电管、光电倍增管、光敏电阻、光敏二极管、光电晶体
管、光电池、位敏传感器、热释电、热电偶、光栅尺、光电编码器等，并分析光电探测器的特性及光
电探测模式。
　　第5章主要讨论改善和提高光电探测系统信噪比的技术。
　　第6章介绍光电成像探测传感器，主要包括CCD、热释电器件及其他成像传感器，并讨论光电成
像的特性参数。
　　第7章介绍光电探测系统中产生最早、精度最高、发展最快的一类探测技术——光谱分析。
　　第8章介绍光纤传感技术与系统，内容包括光纤测试技术基础，各类光纤传感器的原理和实现，
光纤布拉格光栅传感器。
　　第9章简要介绍光电探测系统在生活、军事、工业、农业等方面的典型应用。
　　本书由付小宁、牛建军和陈靖编著，其中第1～4章和第7章由付小宁编写，第6章和第8章由牛建军
编写，第5章和第9章由陈靖编写，最后由付小宁、牛建军统稿。
本书的主审由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赵建教授和西安石油大学党瑞荣教授担任。
　　在即将出版之际，特别感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刘上乾教授，他是本书作者进入光电探测技术领域
的直接领路人。
特别感谢赵建教授、党瑞荣教授对书稿的认真校阅和建设性意见。
在成书过程中，研究生王荻承担了大量的图片绘制工作，谨在此表示感谢。
最后，感谢本行业开拓者的贡献，感谢国内外先行者的工作，感谢几年来听过这门课的各位同学，感
谢与编著者讨论过相关领域问题的各位同行、同学与老师，他们是编著者完成本书稿的精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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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光电探测技术与系统》根据“光信息科学与技术”和“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的教学要求，本
着“重基础、宽口径、诱导科研潜能”的指导思想，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光电检探测技术与系统的概
念、原理、方法和典型应用，主要内容包括：光辐射和光源技术，光路中的光学规律和光学器件，光
电探测器件与探测模式，光电探测系统的信噪比增强技术，光电成像传感技术（包括CCD、热释电摄
像管等），光谱分析技术，光纤传感器的原理和实现，光纤布拉格光栅传感器，以及光电探测系统的
典型应用。
　　《光电探测技术与系统》可作为大学“测控技术与仪器”和“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教学用
书，也可供自动控制，光机电一体化，应用物理等专业教学使用或相关专业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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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物质、能量和信息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三个层面。
其中，能量是物质的属性，也是物质的存在方式，信息则是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相联系的产物。
信息的变化和转移伴随着能量的变化，信息作用于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之间，使人类能够更好地认识物
质与能量之间的关系。
　　信息的特点有：（1）信息依附于载体而存在，通过对载体的作用可以获取信息，也可将信息存
储（寄载）在某个载体上；（2）信息是可以共享的，信息本身不会因为共享而受到损失；（3）信息
是可以被处理的。
除能够被存储外，信息还可以被加工、传输，甚至可以转换形态，特别是经过人脑的分析、综合和提
炼而增值；（4）信息具有时效性。
　　信息技术是指有关信息的收集、识别、提取、变换、存储、处理、检索、检测、分析和利用等的
技术。
　　1.感测与识别技术　　它的作用是扩展人类获取信息的感觉器官功能，包括信息识别、信息提取
、信息检测等技术。
这类技术的总称是“传感技术”，它几乎可以扩展人类所有感觉器官的传感功能。
传感技术、测量技术与通信技术相结合而产生的遥感技术，更使人类感知信息的能力进一步加强。
　　信息识别包括文字识别、语音识别和图形识别等，相应的实现技术称做“模式识别”。
　　2.信息传递技术　　它的主要功能是实现快速、可靠、安全地转移信息。
信息传递类似于人的神经系统，其物理实质是通过“场”或其他物理媒介将信息从一个位置传送到另
外一个位置的过程，也称通信。
它使得遥感、遥测成为可能，能够避免人们直接暴露于危害信号或危险环境之中。
通过信息传输系统的设计，可以有效降低探测系统的成本、提高工作效率。
　　各种通信技术（如广播电视技术、GsM）都属于这个范畴。
存储、记录可以被看成是从“现在”向“未来”或从“过去”向“现在”传递信息的一种活动，因而
它们也可以看做是信息传递技术的一个特例。
　　3.信息处理与再生技术　　它是对信息的综合分析或进一步提炼。
信息处理类似于人的大脑系统，包括对信息的编码、分析、加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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