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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光信息科学与技术是近年来新发展的专业，《物理光学》作为其必修专业基础课程之一，在教学内容
和组织结构上需要认真研究与部署。
在《大学物理》中，已经宽泛地讲授了干涉、衍射和偏振等物理光学的主要内容，这个阶段的主要任
务是加强对光学现象及规律的认识和理解。
后续课程，例如《光电子学》、《光学信息处理》、《光电仪器与系统》、《光纤通信技术》等均是
在物理光学的理论基础上研究更为深入的课题。
因此，《物理光学》在专业课程设置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为贯彻教育部教高[2007]1号文件精神，推进高等教育“质量工程”的实施，将教学改革的成果和教学
实践的积累体现到教材建设中，本书结合工科院校新修订培养计划的教学要求，以信息技术为主导、
以应用能力的培养为目标，针对光信息科学与技术、光电子技术、电子科学与技术等专业的特点而编
写。
本书可以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本科生教材或者教学参考用书，也可以作为职业技术学院相关专业
的教材和教学参考用书。
总教学时数为40学时左右。
通信、计算机及微电子等技术的迅猛发展对专业课程的设置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尤其是实行学分制后
，各专业的课程在教学部署上都作了相应改变，比如物理光学由原来的68学时调整到36学时。
从目前来看，物理光学的内容编排与其前后课程的连贯性不好，或存在数学推导繁琐艰深、内容庞杂
，不能突出物理原理；或存在与前后课程内容重复过多，不能突出应用性等问题。
为了落实新修订培养计划的要求，有必要在教学大纲、内容结构和知识层次上结合专业特点进行整合
。
如何组织物理光学的教学体系，既避免繁杂的数学推导，又阐明物理光学的基本规律和实践应用，构
建独立的知识结构体系，为后续课程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以及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总结归纳
能力及自主创新的意识和能力是本课程亟待解决的问题。
物理光学要从光的本性、光与物质作用机理的高度出发，把握光学现象的本质，阐明光学的基本理论
与基本分析方法，着重运用光学原理解决实际工程问题，为信息的获取、传递、处理及应用等奠定理
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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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光的波动性为基础，研究和阐述光的本性、光学基本原理及其应用，注重展现最新光学科技成
果及其成就。
主要内容安排如下。
    第1章介绍光的电磁理论，阐述光的基本性质，分析光在各向同性介质中的传播规律和介质分界面上
的能量分配特性； 第2章从波的叠加原理出发研究光的干涉规律，讨论光的相干性，介绍光的干涉装
置及其典型应用； 第3章围绕衍射阐述光的波动性，说明衍射是光在空间或物质中传播的一种基本方
式，进一步基于基尔霍夫衍射公式和菲涅耳半波带法研究衍射的处理方法及其应用； 第4章讨论光的
偏振特性及其应用，研究光在晶体中的传播特性和偏振元件对光的作用，以及偏振元件的设计和应用
，并介绍处理偏振的琼斯矩阵法； 第5章通过对光的吸收、散射和色散现象的论述，从光波场作用的
观点出发讨论光与物质的相互作用； 第6章以黑体辐射、光电效应和康普顿效应等现象为基础建立起
量子的概念，并阐述光的波粒二象性； 第7章介绍激光原理、傅里叶光学等现代光学基础知识及其应
用。
    本书可以作为高等院校光信息科学与技术、光电信息工程、光学工程、光电子技术及光电控制等专
业的本科教材，对于从事光通信、激光、红外、光电检测与计量的专业人员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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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光学的任务是研究光的本性，揭示光的辐射、传播和接收规律，明确光和其他物质的相互作用
，以及开展光学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应用。
物理光学可以分为波动光学和量子光学两部分。
波动光学将光看作是一种波动，能够说明光的干涉、衍射和偏振等现象；量子光学则是以光和物质相
互作用时显示出的粒子性为基础来研究光学。
光学是物理学中最古老的一门基础学科，又是当前科学领域中最活跃的研究前沿阵地之一，在光通信
、光学材料与器件、先进光学系统设计、光学制造与检测技术等领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不可估量的
发展前途。
在公元前4世纪，我国就对光学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例如《墨经》就总结出了一些光学规律，并论
述了针孔成像、平面镜成像和投影规律。
17世纪末，英国科学家牛顿倡立了“光的微粒说”，可以解释观察到的许多光学现象，如光的直线性
传播、反射与折射等。
笛卡儿也是17世纪支持微粒说的自然科学家之一，折射定律最早就是由笛卡儿于1637年公布于世的。
他认为光是一种粒子，并且在光密媒质中的传播速度比在光疏媒质中要快。
在同一年代，荷兰科学家惠更斯创建了“光的波动说”，并假定光振动是在“以太”中传播的。
但当时由于人们受牛顿学术威望的影响，波动说历时一个多世纪都未被重视。
当时的波动说，只认识到光线在遇到棱角之处会发生弯曲，而并不能说明光的本质。
1801年，英国科学家杨格用双缝实验（杨氏双缝干涉实验）证实了光的干涉现象，说明了惠更斯波动
说的正确性，也奠定了光的波动性的基础。
同样，有关光线绕射现象的发现，也支持了波动说的真实性。
1808年，法国科学家马吕斯发现了光在反射时的偏振现象；1809年，英国科学家阿喇戈又发现了光偏
振面的旋转现象。
这些现象虽然能够支持波动说，但却与光是弹性纵波的假设相矛盾。
1817年，杨格提出了光是横波的假设，这与关于偏振现象的解释相吻合。
1846年，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发现了光的偏振面能够在磁场中偏转，进一步指出了光学现象和磁学现象
的联系；1865年，英国物理学家麦克斯韦提出光是电磁波的概念，首次把光纳入电磁波的一个频段。
1887年，美国科学家迈克耳孙在干涉仪测量实验中否定了以太的存在，也即否定了弹性波动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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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物理光学》是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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