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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介绍飞秒激光原理、技术和应用的读物。
全书共分为13章。
第1章和第2章是飞秒光学的基本内容；第3～6章是飞秒固体激光器和光纤激光器的原理和设计；第7章
是飞秒激光脉冲放大技术；第8章是飞秒激光脉冲特性测量技术；第9章和第10章是飞秒激光脉冲频率
变换和腔外脉冲压缩与整形技术；第11章是飞秒激光脉冲相干控制和频率合成技术；第12章是飞秒激
光太赫兹波技术；第13章是飞秒激光微加工技术。

本书可作为进行有关研究的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参考书，也可作为相关专业的研究生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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