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光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光学>>

13位ISBN编号：9787040279511

10位ISBN编号：7040279517

出版时间：2009-12

出版时间：章志鸣、沈元华、 陈惠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12出版)

作者：章志鸣 等 著

页数：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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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光学>>

前言

本教材是在第一版（1994）和第二版（1999）的基础上修改而成。
本次修订对内容作了较多的重写和修正，删除了一些不重要的章节，并尽量联系到在这段时期中光学
所取得的一些新成果。
此外，还考虑到目前高中物理教学中“光学”部分的内容占有的比例较少，所以编撰是从最基本的光
学现象开始，尽量注意概念的叙述，同时增添了多幅图表为辅助以达到更为直观的表述。
本教材的主要目标仍然保持第一版中所提到的主旨，即适合于安排为一学期“光学”课程的教学，这
是对理科的物理系、核物理系等和工科的电子工程系、计算机科学系、信息工程系、光科学及工程系
等的普通物理教学计划中“光学”课程建议采用的教材。
本教材的学习基础是已经掌握了普通物理学中的电磁学和数学中的微积分等前期课程中的知识。
本教材将全书内容分成为上篇和下篇两部分，上篇：基础光学——建立“光”的电磁波理论，阐述各
种基本光学现象，主旨于认识基本的光学现象和由此而建立的光学原理和理论，掌握了这些光学基础
知识以后可以使学生对光学有一个初步但概念上仍然是准确的认识。
这部分的内容不仅对所有需要学习光学课程的理工科专业是必要的，而且对于只安排半学期的一般理
科如化学系、生物系和其他工科各系的普通物理的光学课程也是合适的，只是需要略去一些数学推导
而注重概念的建立，就可以按教学计划的学时数完成。
下篇：选读篇——加深光学基本概念的理解并走向前沿，是联系到光科学领域中的一些近代进展和前
景展望，从而可以加深对基本概念的认识。
20世纪50年代由于激光的出现而带来了光科学的巨大变革，近十年来则又从微光电子学发展到纳米光
电子学的范畴，其研究和发展的领域已经从原来的“经典光学”进展到了“现代光学”时代，从而使
光科学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并涉及极为广泛的范围。
当然还应该意识到光科学的进展是跟其他学科如近代物理学、凝聚态物理学、微电子学、信息通信学
等学科的进展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而学科之间的科学思想和进展是相互关联并促进的。
所以若是能够了解光科学的发展现状、它的前沿目标和它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联等都是十分有益的知
识储备。
下篇中的每一章只是简要介绍在某些前沿领域中的新成果，而其内容是与上篇中的相应章节相联系的
。
这些内容对于不同专业可以根据需要而由授课教师决定取舍，即使不讲授也仍然可以供学生参阅以开
阔视野，了解和跟踪光学前沿的发展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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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光学(第3版)》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
材，由作者在第一版（1994）和第二版（1999）的基础上修改和增补而成。
本次修订在保持原有特色的基础上，对内容作了较多的重写和修正，删除了一些不重要的章节，并引
入了近期光学学科发展的新成果。
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基础光学——建立“光”的电磁波理论，阐述各种基本光学现象；下篇：
选读篇——加深光学基本概念的理解并走向前沿。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光学(第3版)》可作为高等学校物理类专业光学课程的教
材，也可供有关科技人员参考。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光学>>

书籍目录

上篇 基础光学——建立“光”的电磁波理论，阐述各种基本光学现象第一章 绪论1.1 光学是物理学科
中的重要分支学科1.2 我国古代在光学方面的成就1.3 20世纪前在光科学方面的发展简史1.4 20世纪到近
期的若干重大进展1.5 光波是电磁波谱中的一员1.6 光子与电子之间的异同第二章 光波运动的数学表述
及光波的叠加原理2.1 麦克斯韦方程组和单色平面波2.2 光波的能量、能量流（光强）和动量2.3 球面
波2.4 高斯型波面和高斯光束2.5 光在均匀介质中的传播折射率与光程2.6 平面波在介质界面上的折射和
反射2.7 多束光波的叠加叠加原理2.8 振动方向相互垂直的光波叠加椭圆偏振光2.9 不同频率的光波叠加
第三章 几何光学3.1 几何光学的含义费马原理3.2 平面反射镜的成像和反射定律3.3 球面反射镜、椭球面
反射镜和抛物面反射镜的成像3.4 光线通过介质界面的折射和全反射3.5 近轴光线经过单球面折射体的
传播规律3.6 薄透镜成像规律及光线追迹法3.7 光线经过同轴系统的ABCD转换矩阵3.8 透镜的像差3.9 光
阑与光瞳3.1 0常用的光学元件：棱镜和光纤3.1 1几何光学仪器3.1 2几何光学的成就及其不足第四章 光
波的干涉现象和相干性4.1 光波的干涉现象及叠加原理4.2 波前分割法杨氏双缝干涉4.3 振幅分割法楔形
薄层的干涉和牛顿环4.4 迈克耳孙干涉仪和马赫-曾德尔干涉仪4.5 多光束叠加干涉及法布里一珀罗干涉
仪4.6 准单色光及面光源的干涉迈克耳孙恒星干涉仪第五章 光的衍射现象5.1 光的衍射及惠更斯一菲涅
耳原理5.2 菲涅耳衍射和夫琅禾费衍射5.3 夫琅禾费衍射：求解单缝、矩形孔、双缝及光栅的衍射5.4 夫
琅禾费衍射：求解圆孔的衍射5.5 分辨率、分辨率极限及瑞利判据5.6 夫琅禾费衍射与傅里叶变换第六
章 光波在界面及多层薄膜系统的反射和折射6.1 电磁波跨越界面需要满足的边界条件6.2 菲涅耳的反射
和折射公式6.3 菲涅耳公式讨论之一：光波在界面上反射的相位突变6.4 菲涅耳公式讨论之二：布儒斯
特定律6.5 菲涅耳公式讨论之三：全反射产生倏逝波，古斯一亨兴效应6.6 介质界面上的反射率和透射
率6.7 光波在金属界面上的反射和吸收6.8 光波在涂有单层介质薄膜表面上的反射和透射6.9 光波在涂有
多层介质薄膜表面上的反射和透射——薄膜光学6.1 0一些典型光学膜系的结构及其反射率特性6.1 1关
于选用膜系的考虑第七章 晶体双折射现象光波的偏振态及其检测7.1 光在各向异性介质中传播的现
象7.2 光波偏振态的检测波片的用途7.3 对椭圆偏振光的分析斯托克斯参数7.4 对椭圆偏振态的另一种描
述：琼斯矢量和琼斯矩阵7.5 椭偏仪——椭圆偏振光在测定表面光学常量中的应用第八章 光波在介质
中传播的色散现象光的散射8.1 多色光波在介质中的传播8.2 光与物质的相互作用电偶极子振荡8.3 金属
材料中的自由电子振荡8.4 介质材料对光波的吸收和色散经典色散理论8.5 电极化强度在光场作用下的
行为8.6 光的散射现象第九章 光源和激光9.1 固态物质的发光及辐射计量：辐射度学和光度学9.2 热光源
和黑体辐射源9.3 原子、分子体系发光的微观机制9.4 若干典型的发光体及其性质9.5 激光光源的简要原
理9.6 常用的激光器及其特性9.7 激光的特点及提高输出功率的技术9.8 一些重要的激光应用9.9 激光束
的特点和传播第十章 光探测器10.1 光探测器的类别10.2 光电效应探测器10.3 多元阵列光敏探测器及电
荷耦合器件下篇 选读篇——加深光学基本概念的理解并走向前沿第十一章 天文望远镜和显微镜的进
展11.1 近年来在天文望远镜方面的进展11.2 适应光学在天文望远镜上发挥了作用11.3 显微镜的进展和
近年来的成就11.4 突破衍射极限的近场探测第十二章 傅里叶光学及全息照相术12.1 光学图像的傅里叶
变换及空间频率12.2 空间频率的滤波12.3 傅里叶变换与光学现象的对应12.4 全息照相术12.5 全息照相的
实际装置第十三章 衍射光学元件13.1 衍射光学元件的含义13.2 衍射光学元件的衍射效率13.3 衍射光学
元件的计算机设计简述13.4 衍射光学元件的制备工艺简介13.5 几种典型的衍射光学元件第十四章 非线
性光学14.1 光学中的非线性现象14.2 介质的光学非线性响应14.3 光波在非线性介质中的传播14.4 二阶光
学非线性现象14.5 三阶光学非线性效应第十五章 极窄脉宽和极窄频宽的激光光谱学频率梳光谱学15.1 
极窄脉宽激光器的研究进展15.2 实验桌上的高功率窄脉冲激光器15.3 高功率超短脉冲激光束的应用示
例15.4 极窄脉宽的精密激光光谱学和频率梳第十六章 表面的光学研究和表面吸附分子的光学检测16.1 
表面光学研究的进展等离子体激元及表面电磁耦合激元16.2 表面等离子体激元及表面电磁耦合激元的
形成和性质16.3 表面电磁耦合激元的激励、衰减全反射现象16.4 朗缪-勃络吉单分子层的检测16.5 光学
非线性效应对表面吸附分子的检测第十七章 纳米光子学概述17.1 纳米光子学的含义17.2 纳米颗粒金属
纳米颗粒的特性和制备17.3 等离子体激元学：光子学和电子学在纳米尺度下的汇合17.4 光子晶体的结
构和制备17.5 光子晶体的光学特性17.6 光子晶体光纤第十八章 负折射率材料及其光学特性18.1 负折射
率材料的发现及现状18.2 负折射率材料具有奇异的光学特性18.3 负折射率材料可以隐藏物体而不被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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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第十九章 光学相干性的量子理论简介19.1 光的相干性及HBT效应19.2 光学相干性的量子论述量子光
学习题附录一些常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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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当20世纪60年代初期通过科学家们的辛勤劳动而研究成功了“激光”这一划时代的创建以后，
又发掘了众多前所未能观察到的光学现象和光学过程，其中尤以高分辨率激光光谱学，超快过程激光
光谱学和光学非线性现象等研究最为突出而引人注目。
由于激光能够发射出极强的光束，这意味着它拥有极强的电磁场，因而可以很容易观察到物质的光学
非线性效应，这是在通常的光源照射下不可能被观察到的新现象。
光学非线性效应是十分重要的基础性研究，同时具有广泛的应用。
例如在极强的激光照射下，具有非线性效应的介质可以使入射激光的频率发生改变，使具有红外波段
的激光束照射到一块非线性介质后就可以转变为可见光而输出。
此外，由于光纤制备技术的成熟并与掺铒的激光光纤放大器相结合而发展了实用的光纤通信系统，又
是一个非凡的成功。
利用光波而不是无线电波作为信息载体是由于光波的频率要远比无线电波的频率高，因而可以载容更
多的电视通道和电话通道。
光纤的原材料主要是二氧化硅，在地球上的含量相比于原材料为铜的电缆要丰富得多，因而不必由此
担心资源的枯竭，光纤通信已经在我国许多地区投入了运行。
利用激光的高能量可以使氘核产生聚变，这是通过受控核聚变以获得新能源的一个很有希望的途径，
目前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先进国家在进行这一研究，而我国就是其中之一。
利用激光光束所具有的十分优良的方向性这一特点，在造船工业、建筑工业中的准直和丈量上取得了
广泛的应用，其操作简便且结果准确。
光学技术和激光在军事上的应用更是受到各个先进国家的重视，常用的技术是利用激光对敌对目标的
测距和制导。
新发展的激光武器有更多的优点而在现代化的战略战术中成为不可缺少的手段。
光学和激光的技术与计算机和微电子学相结合后可以获得若干神奇的效果，这类成果是不胜枚举的。
就以近年来在天文观测方面为例，科学家们创造出了利用太空中的星点（实际上是发光的原子）作为
参考的“信标灯”，由于星光在通过大气层湍动后会引起图像模糊，同时也会使信标灯的光点模糊。
但“信标灯”的模糊点光源可以利用计算机控制实时反馈信号系统而能补偿这种干扰后使观察到标灯
的图像恢复为点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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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光学(第3版)》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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