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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依据教学指导委员会审定的大纲编写，适合光学/光电类专业：电子科学与技术、测控技术及仪器
、光电信息工程等专业本科生必修的专业基础课程教材。
书中内容的编排遵循专业基础课程的教学要求，以辐射度学、光度学和色度学的基本概念、原理、物
理量的相互转换关系、计算分析方法以及测量仪器与测试计量方法为主，培养学生利用相关理论、技
术和仪器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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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噪声在系统中任何虚假的或不需要的信号统称为噪声。
噪声的存在干扰了有用信息，影响了系统信号的探测或传输极限。
研究噪声的目的是探讨系统探测信息的极限以及在系统设计中如何抑制噪声以提高探测本领。
系统的噪声可分为来自外部的干扰噪声和内部噪声。
来自外部的干扰噪声又可分为人为干扰和自然干扰噪声。
人为干扰噪声通常来自电器电子设备，如高频炉、无线电发射、电火花和气体放电等，其会辐射出不
同频率的电磁干扰。
自然干扰噪声主要来自大气和宇宙间的干扰，例如雷电、太阳、星球的辐射等。
外部干扰的噪声可采用适当的屏蔽、滤波等方法减小或消除。
系统内部噪声也可分为人为噪声和固有噪声。
内部人为噪声主要指工频（50Hz／60Hz）干扰和寄生反馈造成的自激干扰等，可以通过合理的设计和
调整将其消除或降到允许的范围内。
内部固有噪声是由于光电探测器中光子和带电粒子不规则运动的起伏所造成，主要有散粒噪声、热噪
声、产生一复合噪声、1／f噪声和温度噪声等。
这些噪声对实际器件是固有的，不可能消除，并表现为随机起伏过程。
下面主要分析这些噪声源的性质。
（1）散粒噪声。
由于光子流以间断入射的形式投射到探测器表面，以及探测器内部光子转换成电子动能而产生的电子
流具有统计涨落的特性，形成散粒噪声。
这种噪声和入射信号的大小有关，例如来自待测光源、背景光产生的噪声以及暗电流的散粒噪声等，
在测量中无法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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