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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光谱学是通过物质（原子、分子、团族等）对光的吸收与发射，研究光与物质相互作用的一门学科。
它起源于17世纪牛顿（I.Newton）进行的色散实验，但是此后一百余年，其发展一直是很缓慢的。
1814年夫琅和费（J.Franunhofer）用棱镜在太阳光谱中观察到576条吸收线，1860年，基尔霍夫
（G.R.Kirchhoff）用自己创制的分光仪发现了铯和铷元素，奠定了光谱化学的基础，从此光谱学逐步
地进入了实质性的发展阶段。
一方面，光谱学本身的原理与定律建立起来了，另一方面对近代物理学的建立与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
推动作用，可以说没有光谱学的成就，也就没有物理学、化学的今天。
光谱学的深入发展与实际应用，从20世纪开始，光谱分析逐渐成为在冶金、电子、化工、医药、轻工
、食品等工业部门重要的分析手段。
激光的出现给光谱学赋予了新的生命力，特别是可调谐激光器的出现和发展，使光谱学发生了革命性
的变化，使它发展成为一门新的学科——激光光谱学。
激光光谱学既是传统基础学科（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学等）的重要研究手段，又是许多在应用学
科中不可缺少的探测与分析方法。
因此，激光光谱学不仅是光谱专业工作者应该掌握的，而且也是许多应用专业的科技工作者所必须熟
悉的。
根据多年教学与科研工作的实践，在1999年第1版和2006年修订版的基础上，重新编写了这本以广大的
理工科大学生、研究生以及科技工作者为读者对象的引论性读物。
读者对象决定了本书的结构与内容。
本书还适用于具有大学工科的高等数学与普通物理学水平，但没有修学过激光原理及光学专业课程的
生化、环保测试等专业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在读研究生和实验技术人员。
全书共8章，第1～3章为基础部分，其中第1章为光谱学基础知识；第2章为光谱仪与弱信号检测仪；
第3章为激光的基本原理及光谱学中常用的激光器与激光技术。
第4～8章为介绍各种激光光谱学的新方法部分，遵循物质吸收与发射思路，其中第4章介绍以物质的吸
收为基础的各种吸收光谱技术；第5章介绍原子分子的激光诱导荧光与激光等离子体光谱技术；第6章
介绍各种无多普勒展宽光谱技术，包括非线性无多普勒技术与激光引入后的线性技术；第7章为激光
拉曼光谱技术，这是激光使传统面貌变化最大的一种光谱技术；第8章介绍与原子分子电离相关的几
种光谱技术，包括里德伯光谱、光电流光谱与激光质谱检测，其中后者是将光谱与质谱联用的新型二
维光谱技术。
最后，还集中介绍了零动能光谱技术这一前沿研究领域的发展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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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光谱学是通过物质（原子、分子、团族等）对光的吸收与发射，研究光与物质相互作用的一门学
科。
它起源于17世纪牛顿（I.Newton）进行的色散实验，但是此后一百余年，其发展一直是很缓慢的。
1814年夫琅和费（J.Franunhofer）用棱镜在太阳光谱中观察到576条吸收线，1860年，基尔霍夫
（G.R.Kirchhoff）用自己创制的分光仪发现了铯和铷元素，奠定了光谱化学的基础，从此光谱学逐步
地进入了实质性的发展阶段。
一方面，光谱学本身的原理与定律建立起来了，另一方面对近代物理学的建立与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
推动作用，可以说没有光谱学的成就，也就没有物理学、化学的今天。
光谱学的深入发展与实际应用，从20世纪开始，光谱分析逐渐成为在冶金、电子、化工、医药、轻工
、食品等工业部门重要的分析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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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受激拉曼散射的方向性很好，散射的方向有前向的与后向的，它们分别称为前向拉曼散射与后
向拉曼散射。
与自发拉曼效应相比，受激拉曼效应有明显的阈值性。
只有当入射光的强度超过某一阈值时才会出现受激的拉曼散射，要用足够强的功率激光照射才能获得
。
从量子观点来看，拉曼散射是分子振动的声子对人射光散射的结果。
声子是由热振动激发的，其相位呈无规分布。
对于自发拉曼散射，散射光可以看成入射光与无规相位分布的声子相碰撞的结果。
因此虽然入射激光是相干光，但散射光的相位却是无规分布的，是非相干光。
但是在受激拉曼散射过程中，相干的入射光被受激的相干声子所散射，因此散射光是相干光。
例如对于一级斯托克斯线的受激散射情形，入射光子与介质中声子相碰撞，产生一个斯托克斯散射光
子，并增添一个受激声子。
这增添的一个受激声子又与入射光子碰撞，又增加一个受激声子，如此等等，重复进行，受激声子数
就迅速地增长起来。
由于受激声子是在相干光激发下形成的，所以受激产生的散射光也是相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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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激光光谱技术原理及应用(第2版)》是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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