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工程光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工程光学>>

13位ISBN编号：9787301156292

10位ISBN编号：7301156294

出版时间：2009-9

出版时间：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王红敏 编

页数：25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工程光学>>

前言

　　工程光学课程是测控技术与仪器、精密计量和光电类等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基础课。
本书是根据全国本科院校仪器仪表类专业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要求，为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和
培养创新型应用人才的需要而编写的。
　　本书是在编者多年教学和科研实践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全书共分12章，内容涉及几何光学和物
理光学两部分内容。
第1～9章为几何光学，主要介绍了几何光学的基本定律，高斯光学理论及基本光学元件的成像特性，
光学系统的光束限制及应用，像差的基本概念、成因及校正，典型光学系统的工作原理，激光、光纤
和红外等现代应用光学系统；第10～12章为物理光学，介绍了光的干涉、衍射和偏振等特性及应用。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注重坚持基础理论、强化能力、突出重点、学以致用的原则，既注重阐述必要的
基础知识，又力求理论联系实际，紧密结合工程实际，列举了大量应用实例，集实用性、知识性和通
俗性于一体，有利于读者较全面地掌握光学的基本理论和实际应用，努力反映光学领域的新发展，并
注重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本书具有以下特点：　　（1）精选教学内容，不仅强调工程的科学分析，同时注重工程实践能
力的培养，使科学理论与工程实践有机结合，依据教学大纲的基本要求，强调基础知识在工程实际中
的应用，从而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精神；　　（2）略去了复杂的数学推导，强调基本概念的
阐述，注重实用性与先进性，力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以方便读者学习，关键环节都选编了相关例
题，每章都附有习题及部分参考答案，以满足读者自学的需要；　　（3）立足基本理论，面向应用
技术，以“必需、够用”为尺度，以掌握概念、强化应用为重点，加强了理论知识和工程实际应用的
统一；　　（4）力求基础知识、科技新成果及发展新动向相结合，以光学基本理论、光学系统成像
特性及光学理论在现代光学系统中的典型应用为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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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程光学》系统地介绍了几何光学和物理光学的理论知识及其应用。
全书共分12章，第1～9章属于几何光学，主要介绍了几何光学的基本定律，高斯光学理论及基本光学
元件的成像特性，光学系统的光束限制及应用，像差的基本概念、成因及校正，典型光学系统的工作
原理，激光、光纤和红外等现代应用光学系统；第10～12章属于物理光学，介绍了光的干涉、衍射和
偏振等特性及应用。
《工程光学》注重实用性与先进性，力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不仅注意必要的理论基础，而且紧密
结合工程实际，列举了大量应用实例，关键环节都选编了相关例题，每章都附有习题及部分参考答案
，以满足读者自学的需要。
　　《工程光学》可作为高等院校仪器仪表类、光学工程、测控及电子信息等专业基础课教材，也可
供其他相关专业学生和从事光电技术、仪器仪表技术、精密计量及检测技术等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及
科技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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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几何光学是人们在观察和解释光的传播、成像以及制造光学仪器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和智慧的结
晶，完全不考虑光的波动特性，仅以光的直线传播性质为基础，所以几何光学是波动光学在一定条件
下的近似。
采用几何学的方法，研究光在透明介质中的传播和成像规律，是研究光的传播现象及其应用的有效方
法之一。
　　几何光学要求它所研究的对象的几何尺寸必须远大于光的波长，一般光学仪器都能符合这一条件
，光学仪器中的绝大多数光学问题，用几何光学都可以得到合理、正确的结果。
而且几何光学在描述和处理光的传播和成像时，可以用几何作图和公式计算来设计光学系统，这种方
法简洁明了，数据合理可靠，所以几何光学的理论得到广泛应用和不断发展。
　　几何光学的几个基本概念介绍如下。
　　1．发光体与发光点　　凡能辐射光能的物体统称为发光体或光源，一切自身发光或受到光照射
而发光的物体均可视为发光体。
当发光体的大小与辐射光能的作用距离相比可以忽略时，则此发光体可视为发光点或点光源，在几何
光学中，认为发光点是一个既无大小又无体积的几何点。
任何被成像的物体都是发光体，均由无数个发光点组成。
　　2．波面　　发光体向四周辐射光波，某一时刻光振动位相相同的点所构成的面称为波振面，简
称波面，波面可以是平面波、球面波或任意曲面波，光的传播即光波波面的传播。
　　3．光线　　由物理光学可知，在各向同性的均匀介质中，辐射能量是沿波面的法线方向传播的
，因此，物理光学中的波面法线即相当于几何光学中的光线，即光线垂直于波面。
几何光学把光线看做是无直径、无体积，携带光能只有位置和方向的几何线，代表光的传播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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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站在学生的角度、根据学生的知识面和理解能力来编写，考虑学生的学习认知过程，通过不同的
工程案例或者示例深入浅出进行讲解，紧紧抓住学生专业学习的动力点，锻炼和提高学生获取知识的
能力。
　　注重人文知识与科技知识的结合：以人文知识讲解的手法来阐述科技知识，在讲解知识点的同时
，设置阅读材料板块介绍相关的人文知识，增强教材的可读性，同时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
　　注重实践教学和情景教学：书中配备大量实景图和实物图，并辅以示意图进行介绍，通过模型化
的教学案例介绍具体工程实践中的相关知识技能，强化实际操作训练，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设计
有丰富的题型，在巩固知识技能的同时启发创新思维。
　　注重知识技能的实用性和有效性：以学生就业所需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为着眼点，紧跟最新的技
术发展和技术应用，在理论知识够用的前提下，着重讲解应用型人才培养所需的技能，突出实用性和
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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