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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15章，其内容比第1版有较大扩充。
主要内容包括光电子技术发展简史、作用、地位及其应用和发展趋势；激光器和重要的单元技术及其
应用：激光雷达单元技术和系统性能及其应用；红外探测技术和应用，特别重点介绍了当前成为红外
探测器主流的红外焦平面阵列技术；红外热成像的单元技术和系统性能及其应用；可见光CCD
、CMOS成像器件和微光夜视器件及其应用；紫外探测器及其应用；多光谱成像技术及其应用；光电
子技术在侦察、监视和预警等军事方面的应用；激光、红外和电视制导技术及其军事应用；光电火控
的单元技术和性能及其军事应用；光纤、光缆和光无源器件及其应用；液晶显示、等离子体显示、场
致发射显示和数字微镜显示等平板显示器件及其应用；光盘存储器及其应用；集成光路和光电子集成
技术。
　　读者对象：具有中专以上文化程度、从事电子信息技术的科技人员和管理干部阅读，也可作为大
学相关专业教学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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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光电子技术概论　　1.1　引言　　1.1.1　光波段的电子技术　　电子技术的高度发达和
广泛应用及其对社会各方面的深刻影响是人们所共知的。
电子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光波段的开拓和利用。
在一定意义上，光电子技术就是光波段的电子技术。
　　光电子技术是电子技术的一个分支，它涉及电磁波谱的光波段，即红外线、可见光和紫外线的电
磁辐射。
从电磁波谱图（图1.1）上可以看出，光电子技术涉及的频率范围为3×1011Hz～3 X 1016Hz，即波
长1mm～10nm的范围，其中1mm～760nm为红外波段，760nm～4001qm为可见光波段，400nm～10nm
为紫外波段。
其中，在红外波段中，军事把1000nm～3000nm称为短波红外（SWIR），3000nm～5000nm称为中波红
外（MWIR），8000nm～14000nm称为长波红外（LWIR）。
　　1.1.2　光电子技术发展简史　　光电子技术的大量应用虽然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但其
历史可追溯到100多年以前。
最早出现的光电子器件是光电探测器，而光电探测器的物理基础是光电效应的发现和研究。
1873年，英国W.R.史密斯发现了硒的光电导性（内光电效应）。
1888年，德国H.R.赫兹观察到紫外线照射在金属上时，能使金属发射带电粒子，当时无法解释。
1890年，P.勒纳通过对带电粒子的电荷质量比的测定，证明它们是电子，由此弄清了外光电效应的实
质。
1900年，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在黑体辐射研究中引入能量量子，提出了著名的描述黑体辐射现象的普
朗克公式，为量子论奠定了基础。
1929年，L.R.科勒制成银氧铯光电阴极，出现了光电管。
1939年，前苏联V.K.兹沃雷金制成实用的光电倍增管。
20世纪30年代末，硫化铅（PbS）红外探测器问世，它可探测到3txm辐射。
40年代出现用半导体材料制成的温差电型红外探测器和测辐射热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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