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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普通高校光电信息类和光学工程类专业的物理光学课程的教学时数，据了解都不大，一般在50学
时左右，因此很需要一本篇幅不太大的教材。
本书就是在这一需求背景下编写的。
本书包括波动光学和量子光学两部分内容。
波动光学部分以光的电磁理论为基础，介绍波动光学最基本的内容：光的反射和折射，光的吸收、色
散和散射，光的干涉、衍射和偏振等。
量子光学部分介绍光的量子理论、其创立所依据的几个著名实验（黑体辐射、光电效应、康普顿效应
）和激光。
把量子光学内容编写入本书，主要是考虑到许多院校的相关专业没有开设专门的激光课程，而关于光
量子理论的内容在“大学物理”课程中又学习的太少。
本书在介绍传统光学内容的同时，非常关注它们的现代应用和发展。
例如，说到全反射时，联系它在光纤通信中的应用和隐失波的应用；介绍夫琅禾费衍射时，指出在夫
琅禾费衍射中存在的傅里叶变换关系，并且应用傅里叶变换来计算夫琅禾费衍射分布；介绍完干涉和
衍射之后，又不失时机地把传统光学概念引伸到全息照相和光学信息处理。
作者多年的教学实践证明，以这种方式介绍现代光学，既可以使学生比较容易学到现代光学的知识，
又沟通了现代光学与传统光学的内在联系。
关于本书内容的处理，还需一提的是，本书公式的推导力求简练，不刻意追求严密；我们更侧重于其
物理意义和应用。
此外，为方便教师组织教学和学生自学，我们在各章都安排了不少的例题、思考题和习题，在各章章
末还编写了一个“小结”。
为便于查阅，将本书涉及的傅里叶变换和贝塞尔函数的数学知识，写成附录A和附录B。
附录C则是一张与物理光学相关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年表，编写此表的目的是想展示物理光学研究的重
要性，也殷切地希望今天的莘莘学子明天能够榜上有名。
本书由广州大学梁铨廷、刘翠红共同编著，梁铃廷负责全书的设计和定稿。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广州大学教材出版基金的资助，得到广州大学领导的鼓励和支持，在此谨表示
衷心的感谢。
作者还要感谢电子工业出版社，是韩同平编辑的热诚和出色的工作，才使本书在短时间内得以面世。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错误和不妥之处，恳请广大教师和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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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为普通高校光电信息类和光学工程类专业中少学时物理光学课程的教学需要而编写的。
    全书内容共分6章，包括波动光学和量子光学两部分。
前4章为波动光学，以光的电磁理论为基础，介绍波动光学最基本的内容，包括光的干涉及其应用，
光的衍射与现代光学，光的偏振和偏振器件，并且注重联系它们的现代发展和应用。
后2章为量子光学，介绍光的量子理论、其创立所依据的几个著名实验，以及激光。
每一章都配有例题、思考题、习题和小结。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光电信息类和光学工程类专业的物理光学课程教科书，也可供其他专业学习物
理光学的学生及科技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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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但是，当两个光波是由同一个光波分离出来的时候，如同上述实验利用一个光源照明两个小孔
而从小孔透出的那样两个光波，它们就可以满足相干条件。
例如，考察它们的位相差：当光源每次辐射的波列的位相改变时，两个光波的位相也相应地改变，因
此两光波在相遇点的位相差在光源间歇辐射时仍可保持不变，最终使我们观察到稳定的干涉条纹。
2.1.2光波分离方法将一个光波分离成两个相干光波，一般有两种方法。
一种方法是让光波通过并排的两个小孔（如上述实验）或利用反射、折射把光波的波前（最前列的波
面）分割出两个部分，这种方法称为分波前法。
另一种方法是利用两个部分反射的表面通过振幅分割产生两个反射光波或两个透射光波，这种方法称
为分振幅法。
根据两种方法的不同，相应地可以把产生干涉的装置分为两类：分波前装置和分振幅装置。
前者只容许使用足够小的光源，而后者可以使用扩展光源，因而可获得强度较大的干涉效应。
后一类装置在实际应用中最为重要，几乎所有实用的干涉仪都属于这一类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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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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