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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系以作者1987年出版的《物理光学》第2版为基础，经过修改、充实内容，重新编写而成的。
　　《物理光学》第2版出版至今，已整整20年过去了。
20年，对人生，是弹指一挥间，霎时间走过；而对科学技术，则是日新月异，今非昔比。
幸好，《物理光学》系一本以基础性、经典性内容为主的教科书，至今仍未失去它的价值和光彩。
这20年间，《物理光学》第2版受到了我国高校广大教师和学生的欢迎，尤其是光学工程类、光电信息
类各专业师生的厚爱；在1992年全国高校第二届优秀教材评奖中它还被评为一等奖，这使作者感到莫
大的欣慰和激励，也不时地涌动着再一次修订这本书的遐想。
一年前，适逢电子工业出版社组织“光电信息类规划教材”，并力邀作者修订这本书，这使作者有机
会对《物理光学》第2版重新修订和补充一些新的内容。
　　我们知道，自20世纪中叶始，光学在理论、方法和应用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突破和进展。
其中全息照相的发明，作为光学系统像质评价标准的光学传递函数的提出，激光器的问世，以及傅里
叶光学理论的建立和光学信息处理技术的兴起，就是几项标志性的成果。
光学的飞跃式发展，使它能以崭新的面貌在现代科学技术各个领域中特别引人注目。
在编写光学著作和教科书中大量引进现代内容，已是一种需求和时尚。
不过，作者认为，对于一本基础光学教材，引进的现代内容不是越多越好，越新越好。
关键是，要把现代内容和传统内容结合、融汇得好，把它们的内在联系沟通起来。
联系到作者对旧版《物理光学》的修订和补充内容时对内容的取舍，作者的原则有三：①使教材更适
用于教学；②适合专业的需要；③适度联系现代发展和应用。
以此三个原则来审视旧版《物理光学》，作者认为它仍基本可用，它的一些特色，如体系完整、结构
合理、概念清晰、关注应用、文笔流畅、传统内容和现代内容沟通自然等，仍然十分鲜明。
因此，修订旧版时删除的内容不多，不过一些章节已经重新编写，比如在第1章中把电磁场理论写得
更简洁些，在第5章改写了全息照相，在第7章改写了偏振光干涉原理等。
而补充的内容，为增添现代气息和考虑到光电信息类和光学工程类专业的需要，在第1章里编入了超
光学分辨率，在第5章中写了一段白光信息处理，在第7章中则增加了液晶电光效应、晶片空间光调制
器、光折变效应、光学位相共轭和光学双稳态等内容。
再考虑到教学和自学的需要，编写了分布在全书各主要章节的近70道例题更多的例题和习题请参阅本
书配套教材《物理光学学习指导与题解》（刘翠红编著，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
。
这些例题一般对深入理解该章节内容和对所研究对象建立数量级概念有帮助。
　　本书内容较多，各校如用作为教材，建议安排70～80学时为宜。
书中打星号（*）的章节可以少讲或完全不讲，供学生自学参考。
　　中国光学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母国光教授审阅过本书部分内容，已故武汉大
学朱光世教授和天津大学胡鸿璋教授审阅过本书的大部分内容，他们都曾经提出过许多宝贵的意见，
作者谨向他们致以深深的敬意和谢意。
作者多么希望本书能够化做一束束灿烂的鲜花，摆放在朱、胡两位教授——作者的前辈和好友的墓前
，以告慰两位的在天之灵。
此外，作者还要感谢广州大学领导的鼓励和支持，感谢广州大学刘翠红教授为本书编写配套教材《物
理光学学习指导与题解》。
最后，作者特别要感谢电子工业出版社，是韩同平编辑的热情和精心工作，才使本书得以高质量地展
现在全国广大师生的面前。
　　本书尽管经历两次修订，但其中不妥和错误之处仍在所难免，恳请广大教师和读者批评指正。
　　梁铨廷2007年中秋于秀丽的广州大学城广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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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光的电磁理论和傅里叶分析方法为基础，系统阐述经典与现代物理光学的基本概念、原理
，主要现象和重要应用，力求反映本学科的现代面貌。

本书内容共7章。
第1章，光的电磁理论；第2章，光的叠加与分析；第3章，光的干涉和干涉仪；第4章，多光束干涉与
光学薄膜；第5章，光的衍射；第6章，傅里叶光学；第7章，光的偏振与晶体光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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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激光技术中，倍频效应和混频效应被用来在激光器波长范围以外的区域产生新的
波长。
差频振荡提供一种产生红外辐射的方法，而和频振荡常用来产生可见光和紫外辐射。
 另外，如果让一束频率为w1的很强的激光和一束频率w2较低的很弱的信号光同时通过非线性晶体产
生混频效应，我们将可以得到它们的差频光（w3=w1-w2），并且w2和w3的低频波可以得到增益。
这种增益是参量放大和振荡的基础。
目前已经用脉冲激光器和连续激光器作为泵源制造出可见和近红外波长的参量放大器和振荡器。
振荡器的核心是一块非线性晶体，在晶体两边有一对反射镜产生反馈，如同激光器一样。
当参量过程提供的增益超过腔体的损耗时，振荡便可在满足同步条件的频率下发生。
 混频过程的另一种形式是参量转换，即一个弱的低频波（通常在红外）与一个强的高频波（在可见和
近红外区）混合而产生和频或差频的第三个波，该波的振幅与两入射波的振幅之积成比例。
若使用恒定强度的高频波，新生信号便包含了弱光束的信息，而它所在的波长更容易探测。
参量转换既可以用来转换时间信息，又可以用来转换空间（像）信息。
 7.12.3光折变效应 在线性光学中，介质的折射率仅是光频率的函数，而与光的强度无关；但在非线性
光学中，介质的折射率不仅与光频率有关，还与光强有关。
这一效应称为光折变效应。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物理光学>>

编辑推荐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物理光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