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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光学类专业学生学习光学系统设计和制造有关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教材。
其主要内容包括：光学系统中常用的光学玻璃、光学晶体和光学塑料等光介质材料及光学薄膜的概念
、种类、性能特点及其应用；构成光学系统的机械结构材料如金属材料、陶瓷、高分子材料、复合材
料等四大类机械结构材料的种类、性能特点及其应用；机械结构零件常用的和最新的加工工艺方法、
工艺特点、可以达到的精度及应用，包括传统加工方法、特种加工方法及最新精密和超精密加工方法
等，并为介绍光学零件的加工工艺打下基础；适用于光学零件加工的传统和最新加工工艺方法、工艺
特点及应用，包括光学玻璃零件的热成型和冷加工、光学晶体零件的定向和冷加工、光学塑料零件的
热成型、非球面光学霉件的加工工艺、光学薄膜的镀膜工艺、光学零件的数控精密加工工艺及光学零
件表面的超精密研磨抛光新方法等。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光信息科学与技术、光学、光学工程、光通信、光电检测技术、精密计量及
检测技术、仪器仪表类、测控技术与仪表及其他相近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从事光学、光电检测、仪
器仪表及精密计量等领域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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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光学材料　　光学在现在科学技术领域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光学现象的应用非常广泛，光学技术的发展及应用与各种光学材料（光功能材料）的研制和发展是。
￡息相关的。
　　光学材料包括传统光学材料和现代光功能材料。
　　传统光学材料主要指光介质材料，各种折射、反射光学组件，如透镜、棱镜、平面镜、球面镜和
分划镜等构成光学系统的基本组件，它们以折射、反射和透射的方式，改变光线的方向、强度和相位
，使光线按照预定的要求传输，也可以吸收或透过一定波长范围的光线而改变光线的光谱成分。
　　现代光功能材料是指在诸如力、热、声、电、磁、光等外场作用下，材料的光学性质会发生改变
，可以用于探测、功能转换等方面的材料。
光功能材料按其功能可分为：激光材料、红外材料、发光材料、光色材料、光纤材料、光存储材料等
。
　　不管是传统光学材料还是现代光功能材料，都必须满足它们的使用要求。
如折射材料对工作波段具有良好的透过率，反射材料对工作波段具有很高的反射率，光纤材料具有传
输损失小，光存储材料具有存储量大等特点。
　　1.1　木才料的光学性质及光学材料的分类　　1.1.1　光波与光线　　1. 电磁波谱　　就本质而言
，光和热(辐射能)、雷达波、无线电波及X射线等都是电磁波，它们之间的差别是波长（或频率）范围
不同。
电磁波包括的波长范围很宽，从10（-16）m到10（8）m。
按波长增加的次序，可以分为y射线、X射线、紫外线、可见光、红外线和无线电波等，把电磁波按其
波长或频率的顺序排列起来，形成电磁波谱，如图1.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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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院校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系列教材·光学机械基础》可作为高等学校光信息科学与技术
，光学，光学工程，光通信，光电检测技术，精密计量及检测技术，仪器仪表类，测控技术与仪表及
其他相近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从事光学，光电检测，仪器仪表及精密计量等领域工程技术人员的参
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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