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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发光原理与发光材料》对发光现象的分析也是现代材料分析技术的重要手段。
本教材从发光的基本原理出发，阐述发光现象基本的理论和规律，介绍发光材料常见的合成方法和在
各种器件中的应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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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要靠热辐射有效地产生可见光，物体的温度就必须足够高。
我们常用的电灯——白炽灯，是利用它的热辐射的典型代表，它的灯丝——钨丝，是靠通电来加热的
。
但由于灯丝材料的熔化问题，白炽灯丝的温度不能太高，通常只有2000多摄氏度，因而所发射的光与
日光相比，颜色还是黄得多。
从远古时候单纯依靠天然光源——太阳，直到白炽灯的问世，人类利用的光源都是热辐射，光与热好
像总是相伴而行，形影不离。
热辐射发出的光，除了人眼能看见的可见光，还有人眼看不见的红外光和紫外光。
物体的温度与其辐射光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呢？
我们知道宏观物体是由大量原子、分子组成的，这些原子、分子都在不停的运动之中，这就是所谓的
热运动。
通常这种运动处在动态平衡之中，而温度是描述平衡状态下这种运动的激烈程度的一个物理量。
物体内部运动越剧烈，温度就越高。
在一定温度下，物体中的原子、分子或由它们构成的集团就有一定的处在不同激发态上的分布。
温度升高了，这种分布移向较高能量的状态，也即处在较高能量状态的机会多了，或者说几率增大了
。
在一定温度下，处在较高能量状态的电子跃迁到较低的能量状态时就发射出光子。
这样，随温度升高，辐射光的强度会增大，波长越短增强越多。
由于体系在不同激发态上都有一定的分布，它们跃迁所引起的热辐射就有很宽的光波长范围。
热辐射不仅决定于辐射体的温度，还决定于辐射体的发射本领，不同材料的热辐射多少能够反映出材
料固有的一些特征。
由于光的辐射是物体中电子从高能态往低能态的跃迁产生的，物体要能发光，首先就得使物体中的电
子处于高能态。
在热平衡时，电子处于高能态的几率是由温度决定的，如果温度不是很高，这种可能性就很小，这时
热辐射主要由红外光组成，可见光的成分很少。
此时，如果能使电子在不同高能态上的分布偏离热平衡分布，那么，从这些高能态的跃迁而来的光就
会比相应温度下同样波长的发射强很多。
这种以某种方式把能量交给物体使电子升到一定高能态的过程，称为激发过程。
发光就是物体把这样吸收的激发能转化为光辐射的过程。
发光只是在少数中心进行，不会影响物体的温度。
显然用这种方式可以更有效地把外界提供的能量转化成我们所需要的可见光，不像热辐射的情形，在
升高温度以得到我们所要的光辐射的同时，物体必定发射许多我们不需要的辐射。
热辐射能量的90%落到了看不见的红外部分。
因此，发光就是物体不经过热阶段而将其内部以某种方式吸收的能量直接以光能的形式释放出来的非
平衡辐射过程。
因此，“发光”是一个专业名词，有特殊的涵义，并不是只要有光的发射就是发光。
从而发光的第一个持点，就是它和周围环境的温度几乎是相同的，并不需要加温，所以，发光被看做
是“冷光”。
例如，极光、常说的“鬼火”、萤火虫发出的光、海中一些动物发出的光等。
我们称发光是冷光，主要是说在发光过程中，发光体并不需要和热辐射那样，加到高温。
冷、热并非光的属性，这里只是反映发光体所处的环境。
但它却反映两种过程的本质上的差别。
在加热时，物体内所有的原子或分子的能量都得到提高；而在激发发光时，只有个别中心才得到能量
，周围大量的中心仍处于未被激发的状态。
在激发发光时，只有个别原子或分子吸收能量，而发光的光谱就决定于这些原子或分子，发光现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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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在不同能态上的分布偏离热平衡分布，那么，从这些高能态跃迁发射出来的光就会比相应温度下
同样波长的热辐射强得多。
由于发光只在少数发光中心进行，不会影响到物体的温度，可以更有效地将外界提供的能量转化为可
见光。
所以，寻找合适的材料以获得所需要的光谱，就有很多选择。
可以模拟各种白昼光的光谱，它的效率也比炽热体的效率高很多。
发光的第二个特点是从外界吸收能量后，要经过它的消化，然后放出光来，经过这段消化，就要花费
一定时间，而且发出的光既有反映这个物质特点的光谱，又有一定的衰减规律。
通过发光的期间就可和反射光、散射光、契连科夫辐射等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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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发光原理与发光材料》是太阳能光伏与照明应用技术系列教材之一。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发光原理与发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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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