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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65279;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篇激光技术概论，分别对激光原理、高斯光束、激光谐振腔技术、选模及
稳频技术、激光Q开关及锁模技术和几种典型的激光器做分析及介绍；第二篇涉及到几种主要的光电
子器件及技术，包括光电子显示技术、光存储技术、光辐射探测及成像技术、光波传输技术、光辐射
调制器件及技术等；第三篇激光与光电子技术的典型应用中，主要讨论光纤传感器、光通信技术、相
干测量技术、最新激光加工技术等。
　　本书可作为电子科学与技术、光信息科学与技术等相关专业的本科生教材，也可供有关工程技术
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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