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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光子与电子已成为信息的主要载体，使得信息获取与处理能力得到极大的
提高。
数字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结果，带动了现代光学与光子产业技术高速发展。
信息社会的到来使人类对信息量的需求空前增加，光学与光电子产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成为人们日
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用品与工具，推动着光学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光学工业在社会中的作用与地位得
到前所未有的提高。
　　20世纪末，国际光学产业大发展的同时，全球光学产业的布局随着国际经济的改变而发生变化，
东亚地区（中国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日本、韩国）已经取代美国与欧洲成为国际光学产业最重要的
区域。
日本作为国际光学产业的龙头之一，在新一轮的产业浪潮中继续发挥龙头作用，引领光学产业的发展
；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利用平板电视产业发展的契机，采用倾斜政策，推进产业发展，已经成功代替
欧洲成为国际平板显示器的主要力量；中国大陆地区作为世界光学产业最重要的加工聚集地，是世界
最大、最完备的光学加工基地，并具备了完整的光学产业链。
这一切都表明东亚地区已经成为世界光学产业的主导力量，在21世纪，这一主导力量还将在世界经济
发展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书试图描述东亚地区光学事业发展历程以及现状，希冀能够为光学工作
者所参考，同时也为人们思考如何更好地发展光学事业提供些许启发。
　　2007年，我们非常荣幸地获得了日本大平正芳基金会授予的一个研究奖励计划，研究中日光学教
育与产业的发展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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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光子与电子已成为信息的主要载体，使得信息获取与处理能力得到极大的
提高。
数字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结果，带动了现代光学与光子产业技术高速发展。
信息社会的到来使人类对信息量的需求空前增加，光学与光电子产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成为人们日
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用品与工具，推动着光学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光学工业在社会中的作用与地位得
到前所未有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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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牛顿还发现了把曲率半径很大的凸透镜放在光学平玻璃板上，当用白光照射时，可见透镜与玻璃
平板接触处出现一组彩色的同心环状条纹；当用某一单色光照射时，则出现一组明暗相间的同心环条
纹，后人把这种现象称“牛顿环”。
借助这种现象可以用第一暗环的空气隙的厚度来定量地表征相应的单色光。
　　牛顿在研究了光的传播特性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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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均匀媒质内遵从力学定律做匀速直线运动。
牛顿用这种观点对折射和反射现象作了解释。
　　惠更斯（Christian H1aygens）是光的微粒学说的反对者，他创立了光的波动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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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个18世纪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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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初，波动光学初步形成，其中托马斯·杨（ThomasYoung）用光的波动学说圆满地解释了
薄膜颜色和光的双狭缝干涉现象。
菲涅耳（Jean Fresnel）于1818年以杨氏干涉原理补充了惠更斯原理，由此形成了今天为人们所熟知的
惠更斯一菲涅耳原理，用它可圆满地解释光的干涉和衍射现象，也能解释光的直线传播。
　　在进一步的研究中，观察到了光还具有偏振和偏振光的干涉现象。
为了解释这些现象，菲涅耳假定光是一种在连续媒质（以太）中传播的横波。
为说明光在各不同媒质中传播的不同速度，又必须假定以太的特性在不同的物质中是不同的，并且在
各向异性的媒质中还需要有更复杂的假设。
此外，还必须给以太以更特殊的性质才能解释光不是纵波。
但是人们认为具有如此性质的以太是难以想象的。
　　1845年，法拉第（Michael Faraday）发现了光的振动面在磁场中可以发生旋转；1856年，韦伯发现
光在真空中的速度等于电流强度的电磁单位与静电单位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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