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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和江苏省高等学校立项建设的精品教材。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电子科学与技术、光信息科学与技术、光电信息工程和应用物理等专业本科生的
教材，也可供高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及从事光电子技术和光通信技术的科技人员参考。
　　本教材编写时参考了《普通高等学校电子科学与技术本科指导性专业规范（讨论稿）》和《普通
高等学校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本科指导性专业规范（讨论稿）》中激光原理和光电子技术知识领域的
要求，由作者根据在光通信和光电信息领域多年的科研和教学实践经验，并充分吸收国内外激光应用
领域最新发展的基础上编著。
本教材力求深入浅出地阐明激光的基本原理和应用技术，并侧重介绍激光在光通信和光电信息领域的
最新应用和发展。
教材内容力图保证相关理论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又兼顾可读性和实用性。
　　“激光原理”课程是电子科学与技术、光信息科学与技术和光电信息工程等专业的必修专业基础
课。
本课程的参考学时为64课时，教材主要内容包括：激光发展简史及激光的特性；激光产生的基本原理
；光学谐振腔与激光模式；高斯光束；激光工作物质的增益特性；激光器的工作特性；激光特性的控
制与改善；典型激光器；半导体激光器；光通信系统中的激光器和放大器；激光全息技术；激光与物
质的相互作用；激光在其他领域的应用。
　　本书第1章是激光基本知识；第2～6章是激光理论；第7章是激光技术；第8章介绍典型激光器的原
理和特性；第9、10章重点介绍用于光通信的激光器和光通信系统；第11～13章主要介绍激光在光电信
息、工业、生物医学、国防科技以及科学前沿问题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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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和江苏省高等学校立项建设的精品教材。
内容包括激光发展简史及激光的特性，激光产生的基本原理，光学谐振腔与激光模式，高斯光束，激
光工作物质的增益特性，激光器的工作特性，激光特性的控制与改善，典型激光器，半导体激光器，
光通信系统中的激光器和放大器，激光全息技术，激光与物质的相互作用，以及激光在其他领域的应
用。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电子科学与技术、光信息科学与技术、光电信息工程和应用物理等专业本科
生的教材，也可供高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及从事光电子技术和光通信技术的科技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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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概述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充满了光，光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之一。
人类最初懂得利用的光是自然界的太阳光。
激光是20世纪最重要的发明之一，激光的出现为人类带来了地球上从未见过的高质量光源，从而开拓
了新的研究领域，开创了光应用的新途径，使许多过去不能实现的事情不断地成为现实。
激光技术是一门既属于光学又属于电子学的光电子技术。
激光技术最显著的特征是它对其他技术具有广泛的渗透性。
激光技术的飞速发展必将在通信、信息处理、计量、工业加工、土木建筑、能源、生物、医疗等广阔
领域带来革命性的变革。
　　本章首先回顾激光产生与发展的历程，并简要介绍激光不同于普通光源的显著特性和激光在现代
社会中的广泛应用。
　　1.1　激光发展简史　　1.爱因斯坦的理论贡献　　世界上第一台激光器出现于1960年，然而导致
激光发明的理论基础可以追溯到1917年，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在研究光辐射与原子相互作用时
，提出光的受激辐射的概念，从理论上预见了激光产生的可能性。
20世纪30年代，理论物理学家又证明受激辐射产生的光子的振动频率、偏振方向和传播方向都和引发
产生受激辐射的激励光子完全相同。
　　如果光源的发光主要是受激辐射，就可以实现光放大效应，也就是说能够得到激光。
但是，普通光源产生的光辐射以自发辐射为主，受激辐射的成分非常少，没有实际应用的价值，因此
，爱因斯坦当初提出的受激辐射概念并没有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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