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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激光出现（1960年）以前，光学处理的主要是经典的，如光的干涉、衍射以及几何光学的成像等问
题。
理论基础是几何光学、波动光学，主要体现在MaX’well方程。
有关黑体辐射的量子理论一般放在原子物理中。
激光出现以后，为了弄清楚激光产生的物理过程，要用量子力学方法处理原子能级间的跃迁，而光仍
然用经典方法进行描述。
于是半经典理论诞生了。
这个理论很方便，也很有用处，几乎大部分激光物理、非线性光学现象均能得到解释。
唯有涉及光的基本性质，特别是光的相干统计性质与量子起伏，已超出了半经典理论的范畴，需要对
光场也进行量子化，即所谓全量子理论。
于是，量子光学的研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其实很早的强度干涉实验就是典型的量子光学实验。
所用的光子符合计数正是现在量子光学实验最为常用的测量方法。
在激光出现后的几年，理论及实验研究上最为重要的是光相干态表述（Glauber，1964）以及对激光统
计分布的测量。
再后来便是压缩态、纠缠态光的实验以及有关基础物理、量子信息的前沿研究。
一般将量子光学看成光学的一个分支。
但与其他分支不同的是，它是基础理论，也是一种处理和研究问题的方法，是渗透到各个光学分支的
。
主要体现为Langevhl方程、密度矩阵（I）ensity matrix）方程以及方程。
与前面的半经典理论M+S（Ma：xwell+Schr6dinger方程）相比，现在的全量子理论便应是L+D+F了。
与前者相比，除了全量子外，后者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含损耗的开放体系。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介绍这个理论的基础，并涉及它的应用。
在取材方面，则是以作者多年在教学与科研积累，经多次整理删节而成，也部分包含了作者及其合作
者的一些工作。
本书内容共八章，前三章为光与介质相互作用的经典与量子理论，二能级原子的密度矩阵求解及原子
的缀饰态，是全书的预备。
第4-7章为量子光学的主体，第4章激光振荡为量子光学早期工作，含热库模型引入，描述激光
的Langevin方程及激光的统计分布等。
第5章为量子光学的核心内容。
含光的相干性，场的相关函数表示，特别是光的相干态，P表象，光场的二阶相关函数，群聚与反群
聚、鬼态干涉、EPR悖论、Bell不等式、光的纠缠态、压缩态等。
第6章为量子光学方法在共振荧光与吸收的应用。
Mollow共振荧光理论，J-c模型，含二能级原子腔的透过率谱。
第7章为激光偏转原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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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光与物质相互作用的经典与量子特性以及最新的实验与理论的研究成果出发，系统介绍这门新
学科（相对于经典光学而言）即量子光学的建立和发展，内容共八章：前三章为光与介质相互作用的
经典与量子理论，是全书的预备；4～7章为量子光学的主体，含激光振荡、光的相干性、场的相关函
数表示、光的相干态、P表象、光场二阶相关函数、群聚与反群聚、EPR悖论、Bell不等式、光的纠缠
态、压缩态，还有共振荧光、激光偏转原子束等；第8章为光学参量下转换的动力学及其应用。
    本书可供高等院校物理与激光专业的本科生和相关专业的研究生阅读，也可供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和
应用的科研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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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谭维翰，光学专家。
湖南衡山人。
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
后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究员。
对光学和激光等离子体理论有较深研究，发表论文八十余篇。
负责编写了《固体激光导论》一书，系统全面地总结了固体激光理论。
近年来一直从事激光与等离子体相互作用的理论和实验研究，发现了许多新的物理现象，在理论上阐
述了等离子体细丝中的共振吸收理论、激光的S加热和P加热机制。
在量子光学的研究中，从理论上发现了光学孤立波的合并、共振荧光谱凹陷、多原子共振荧光的多峰
及环形激光器的分岔和混沌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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