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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激光出现以来，现代光学得到迅速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学科分支。
现代光学工程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已取得了一系列变革性的进展，并对国防建设、国民经
济、日常生活等诸多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
随着现代光学成为21世纪的重要学科，人们也愈加重视光学工程的普及教育。
现代光学离不开作为基础理论的几何光学和波动光学。
本书是光学工程的技术基础课教材，全书分为几何光学和波动光学两大部分。
第1章至第9章为几何光学篇，系统地介绍几何光学的基本定律、光学系统基本成像元件的成像规律和
高斯光学理论，介绍光学系统的光束限制及其应用、像差的基本概念，在这些基本理论的基础上介绍
典型光学系统的工作原理、主要性能和特点，还适当介绍部分实用及现代光学系统的原理与应用。
第10章至第13章为波动光学篇，介绍光的电磁理论，光的干涉、衍射、偏振等波动性质与应用。
这两大部分内容构成了经典光学的完整体系。
本书在着重介绍基础光学理论的同时增加了现代光学的部分内容，目的是希望读者在掌握工程光学基
本理论的同时也对现代光学的理论及现代光学系统的原理与应用有一定的了解，以拓宽知识面，更好
地理解和认识日新月异的新成果和新技术，为今后的创新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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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程光学（第2版）》系统地介绍了几何光学和波动光学的基础理论。
全书共分13章，前9章以几何光学为基础，介绍几何光学的基本定律、球面系统和平面系统的成像规律
、高斯光学的基本理论及像差的基本概念，并介绍典型和实用光学系统及部分现代光学系统的原理和
特性；第10章至第13章以波动光学为基础，介绍光的电磁理论，光的干涉、衍射、偏振等波动性质及
应用。
这两部分内容构成了经典光学的完整体系。
《工程光学（第2版）》精心安排了有代表性的例题和习题，侧重对关键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的训
练，便于读者掌握。
　　《工程光学（第2版）》可作为高等院校光学工程、测控、电子信息等相关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
生的专业基础课教材，也可作为考研及有关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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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11.6.l单层膜11.6.2多层膜习题第12章光的衍射12.1光波的标量衍射理论12.1.1衍射的基本概念12.1.2惠
更斯-菲涅耳原理12.1.3两种典型的衍射12.2菲涅耳衍射12.2.1菲涅耳半波带法12.2.2菲涅耳波带片12.3夫
琅禾费衍射12.3.1矩孔衍射12.3.2单缝衍射12.3.3单缝衍射因子的特点12.3.4多缝衍射12.3.5圆孔衍射12.4光
学成像系统的衍射和分辨本领12.4.1望远镜的分辨率12.4.2照相物镜的分辨率12.4.3显微镜的分辨率12.5
衍射光栅12.5.1衍射光栅概述12.5.2几种典型衍射光栅习题第13章光的偏振13.1偏振光的描述13.1.1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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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偏振态13.1.2偏振度13.1.3偏振态的表示法13.2各向异性介质中的光波传播特性13.2.1晶体的光学各向
异性13.2.2平面波在晶体中的传播13.2.3平面波在晶体界面上的双反射和双折射13.3偏振器件13.3.1偏振
器13.3.2波片13.3.3偏振器件的数学描述13.4偏振光的干涉习题简明习题答案参考文献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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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高斯光学理论的基本核心就是光学系统（也称为理想光组）中物和像的一一对应关系，这些对
应关系包括：（1）物空间的每一物点，在像空间都有一个和它唯一对应的像点；（2）物空间的每一
条直线，在像空间都有一条和它唯一对应的直线；（3）物空间的每一平面，在像空间都有一个和它
唯一对应的平面。
这种物和像一一对应的关系称为共轭关系，可以证明，按照这一基本理论，还可以得到如下推论：
（1）如果一条物方光线经过物点P，则对应的像方光线必经过其共轭点P；（2）如果物方的平面垂直
于光轴，则像方对应的共轭平面也垂直于光轴；（3）在任何一对物像共轭的垂轴平面内，垂轴放大
率为一常数，即理想光学系统对垂轴的平面物体所成的像具有物像相似的性质。
显然，根据上述理论，光学系统的成像必定是完善的、理想的。
按照上述理论，如果已知一个光学系统任意一对共轭面的位置及其放大率，同时又已知另外任意两对
共轭点的位置，就可以确定其余任意点的物像关系。
这可从例3一工得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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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工程光学(第2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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