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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光学、机械、电子、软件是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的四大支柱，因此“工程光学”是该专业本科生
的必修课。
本书是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仪器科学与技术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的《高等学校仪器科学与技术学科本
科专业教学规范》精神，参考国内外有关文献资料及编者的工作实践编写而成的。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工程光学的基本原理、方法及应用，其主要内容包括几何光学、物理光学及光
学CAD等部分，充分体现了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的教学要求，所有内容均是为测控专业的教学而专门
编写的。
其中几何光学部分包括几何光学基本定律与成像概念、理想光学系统、平面光学系统、实际光学系统
中的光束限制、光线的光路计算与像差理论、典型光学系统等几个部分。
物理光学部分包括光的电磁性质、光的干涉和衍射及光的偏振和晶体光学基础等几个部分。
光学CAD部分详细介绍了光学设计软件zemax的使用。
　　几何光学要求学生掌握几何光学的基本定律、高斯光学原理，学会应用光线追迹方法进行光路分
析、像差计算，掌握典型光学系统（放大镜、显微镜、望远镜、摄像／投影）的特性。
几何光学部分在注重论述光学基本原理的同时，结合工程实际，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掌握工程光学的
基本理论和计算方法，学会分析、设计光学系统，培养学生在掌握经典光学理论的基础上，为进一步
研究开发光学测试仪器打下基础。
　　物理光学部分主要研究光的产生与传输、光信号处理及光与物质相互作用等问题，学生完成学习
后，在较全面地掌握传统物理光学基本理论的同时，能紧密结合工程实际了解其实际应用，适应现代
光电子技术、光通信技术等广泛应用的需求。
从而使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的学生能将光学、机械、电子、计算机等知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以后
从事光学和光电技术、仪器仪表技术和精密计量及检测技术等方面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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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工程光学的基本原理、方法及应用，其主要内容包括几何光学、物理光学及光
学CAD等几个部分。
其中几何光学部分包括几何光学的基本定律与成像概念、理想光学系统、平面光学系统、实际光学系
统中的光束限制、光线的光路计算与像差理论、典型光学系统等几个部分。
物理光学部分包括光的电磁性质、光的干涉和衍射及光的偏振和晶体光学基础等几个部分。
光学CAD部分详细介绍了光学设计软件zemax的使用。
    本书可作为测控技术与仪器、光机电一体化、光电工程等专业“工程光学”课程的教材，也可供相
关专业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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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光学是一门有悠久历史的学科，它的发展史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
人类对光的研究最初主要是试图回答“人怎么能看见周围的物体？
”之类问题。
约在公元前400多年（先秦时代），中国的《墨经》中记录了世界上最早的光学知识。
自《墨经》开始，公元11世纪阿拉伯人伊本·海赛木发明透镜；公元1590年到17世纪初，詹森和李普
希同时独立地发明显微镜；到17世纪上半叶，笛卡儿将光的反射和折射的观察结果归结为今天大家所
惯用的反射定律和折射定律。
　　1665年，牛顿进行太阳光的实验，它把太阳光分解成简单的组成部分，这些成分形成一个颜色按
一定顺序排列的光分布——光谱。
它使人们第一次接触到光的客观的和定量的特征，各单色光在空间上的分离是由光的本性决定的。
牛顿在发现这些重要现象的同时，根据光的直线传播性，认为光是一种微粒流。
微粒从光源飞出来，在均匀介质内遵从力学定律作等速直线运动。
牛顿用这种观点对折射和反射现象作了解释。
　　惠更斯是光的微粒说的反对者，他创立了光的波动说。
提出“光同声一样，是以球形波面传播的”。
并且指出光振动所达到的每一点，都可视为次波的振动中心、次波的包络面为传播波的波阵面（波前
）。
整个18世纪，光的微粒流理论和光的波动理论都被粗略地提了出来，但都不很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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