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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光电子学是以光频波段的电子学效应基本理论和应用原理为研究对象，并由近代光学与电子学相
互交叉与渗透而形成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
本书主要讨论光学及光电子学领域的基本问题，包括光本性理论的发展、光辐射与辐射源、光传输与
传输介质、光电探测与探测器、光电成像与成像系统，以及光电统计理论。
　　关于光的本性，虽然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已出现了所谓“触觉论”和“发射论”，但对光的本性
的认真探讨，应该说是从17世纪的微粒说和波动说开始的。
而20世纪的“波粒二象性”则使人类对光的本性的认识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的确是空前的，断然不
是绝后的。
事实上，一些新的光学物理现象已要求人们对光的本性作更深一步的探索。
因此可以说，光的本性问题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但迄今尚无定论的且永远不会终结的问题。
　　由于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本书中光辐射与辐射源部分将以激光作为讨论的重点，光传输与传输
介质一章以较多篇幅介绍光在导波介质中的传输，而对光电探测与成像系统的讨论则主要针
对HgCdTe进行。
鉴于光电现象固有的统计行为，最后一章介绍光电统计理论。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承蒙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周寿桓院士的鼓励，从立项到出版始终得到华中科技大
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全书的文字录入由作者的博士研究生温焱、王碧茹、王钢，以及硕士研究生王
培军、田新荣完成，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书中欠妥之处，恳请读者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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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为适应光电子学科新的发展形势和教学要求而编写的。
全书共6章，依次介绍光本性理论的发展、光辐射与辐射源、光传输与传输介质、光电探测与探测器
、光电成像与成像系统，以及光电统计理论等方面的知识。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光电专业高年级本科生教材，也可供相关专业研究生和科技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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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光是人类感知外部世界最主要的信息源。
据统计，人类感官所得到的信息中，有90％以上是通过眼睛接收物体辐射、反射或散射的光所获取的
。
但直到17世纪中后期，光的本性问题才被认真研究，并逐渐形成了两个并立的学说，即以牛顿为代表
的一些学者提出的微粒说，和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等人提出的波动说。
两个世纪以后由麦克斯韦（Jareas ClerkMaxwell）创立的电磁理论及19世纪早期的光量子理论，得出“
光的波粒二象性”的解释。
这使人类对光的本性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
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光的波粒二象性绝不是对光本性认识的终结。
光的本性问题今后仍将作为一个重要的科学问题被研究，并不断发展与深入。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本章的题目没有简单定为“光的本性”，而称为“光本性理论的发展”，喻其将
继续发展，当前的理论充其量只是光本性理论的现阶段表述。
　　本章将基本按照历史发展顺序，首先介绍光本性的微粒说和波动说，接着介绍光的电磁理论，然
后是光的早期量子理论和光的波粒二象性，最后以现代光量子理论简介结束整章的讨论。
　　1.1早期学说　　如上所述，光本性的早期学说主要是牛顿的微粒说和惠更斯的波动说，本节拟对
其作一简要介绍。
首先给出经典粒子与波动的概念。
　　1.1.1经典粒子与波动　　经典意义下的粒子应具备以下基本属性：　　（1）具有惯性质量；　　
（2）在外力作用下会产生加速度；　　（3）具有动量。
　　波动的属性是从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输送能量，其中机械波的传输需要一定的介质。
　　1.1.2光的微粒说　　牛顿的微粒说于1670年形成，其基本观点如下：　　（1）光是由大量微粒组
成的，这些微粒具有惯性质量，并以极高的速度沿直线行进；　　（2）当这种直线行进的粒子流碰
到大型物体时，将被阻断；　　（3）粒子流从表面弹回时，服从反射定律；　　（4）粒子流由光疏
介质进入光密介质时向界面的法线方向偏折，且传播速度增加。
　　由此可见，牛顿的微粒说成功解释了光的直线行进及大物体在光源的另一侧形成影子的现象，并
可对光的反射定律给出合理的解释。
而为了解释折射定律，则需假设在介质界面存在某种力，使微粒通过界面时法向速度发生变化。
由此引起的问题首先在于存在力的假设缺乏依据，而更严重的是，它将导出光在介质中的传播速度与
介质的折射率成正比，因而光在光密介质中具有较大速度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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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为适应光电子学科新的发展形势和教学要求而编写的。
本书中光辐射与辐射源部分将以激光作为讨论的重点，光传输与传输介质一章以较多篇幅介绍光在导
波介质中的传输，而对光电探测与成像系统的讨论则主要针对HgCdTe进行。
鉴于光电现象固有的统计行为，最后一章介绍光电统计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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