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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系在2000年出版的《高等学校电子信息类规划教材》之一的《物理光学与应用光学》（石顺祥、
张海兴、刘劲松编著）的基础上，根据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的要求，重新编写的
。
本书是为光电子技术、电子科学与技术、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以及光学工程等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基础课
“物理光学与应用光学”（或“物理光学”、“应用光学”）编写的教材，教学时数为80学时。
根据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物理光学与应用光学》编写大纲，本书以光的电磁理
论为理论基础，以物理光学与应用光学为主体内容，着重讲授光在各向同性介质、各向异性介质中的
传播规律，光的干涉、衍射、偏振特性，光的吸收、色散、散射现象，以及应用光学基础知识和光在
光学仪器中的传播、成像特性。
在编写内容上，既注意保持光学学科的理论完整性，又突出了它在光电子技术中的特色。
考虑到光电子技术的发展，光电子技术实际应用中的要求，加强了有关光的相干性的内容，特别注意
了光的电磁理论在光电子技术中的应用，并尽量反映光学学科的最新科技研究成果，介绍了傅里叶光
学、近场光学、二元光学及与激光技术相关的基础知识。
对于应用光学内容，本书是将其视为波动光学在不计光的波动效应，即认为光波长入—O时的特殊情
况。
考虑到目前光学设计的实际应用，增加了光学设计软件应用的基础知识内容。
由于“物理光学与应用光学”课程是在“普通物理”和“电磁场理论”课程的基础上开设的，因而在
遇到一些重复内容时，本书只引用其主要结论，给出必要的说明，以方便阅读和保持整体内容的连续
性。
本书在内容选取和编写上，特别注意适合于学生自学的需求，每一章都选编了部分例题和习题，并在
最后给出了参考答案。
本书由石顺祥编写第1、2、4、5、6章和第3章部分内容，王学恩编写第7、8、9、10章，刘劲松编写
第3章大部分内容，并由石顺祥统编全书。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激光教研室和红外教研室老师们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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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是在2000年出版的《高等学校电子信息类规划
教材》；《物理光学与应用光学》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本书以光的电磁理论为理论基础，以物理光学与应用光学为主体内容。

第1～4章讨论了光在各向同性介质、各向异性介质中的传播规律，光的干涉、衍射、偏振特性，突出
了光学原理在光电子技术中的应用和进展，加强了光的相干性内容，介绍了傅里叶光学、近场光学和
二元光学的基础。
第5章介绍了光电子技术应用中非常重要的感应双折射和光传播特性的控制。
第6
章介绍了光的吸收、色散和散射现象。
第7～10章介绍了应用光学的基础知识和光在光学仪器中的传播及成像特性。

本书可作为光电子技术、电子科学与技术、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以及光学工程等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基础
课教材，也可作为有关专业师生和科技人员的参考书。

★本书配有电子教案，需要的教师可与出版社联系，免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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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恩，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技术物理学院副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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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着光明的世界里，光是我们最熟悉的现象之一。
没有光，就没有光合作用，就没有生命，也就没有人类。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光学的研究不断深入，并使其造福于人类。
为此，加强《物理光学与应用光学》这门课程的学习显得很有意义。
    《物理光学与应用光学(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作者石顺祥、王学恩、刘劲松)分10
章讨论了光在各向同性介质、各向异性介质中的传播规律，光的干涉、衍射、偏振特性，介绍了光电
子技术应用中非常重要的感应双折射和光传播特性的控制，光的吸收、色散和散射现象，应用光学的
基础知识和光在光学仪器中的传播及成像特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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