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学是研究

光的现象、光的本性 和 光与物质相互作用 的学科，

是物理学的一个重要分科。

·人类对光的研究已有3000余年的历史；

·20世纪60年代激光问世后，光学有了飞速的发展，形成了现代

光学。

·光学通常分为以下三部分：

几何光学：以光的直线传播规律为基础，研究各种光学
仪器的理论。

波动光学：研究光的电磁性质和传播规律，特别是干涉、
衍射、偏振的理论和应用。

量子光学： 以光的量子理论为基础，研究光与物质相互作用
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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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11章章 波动光学波动光学

北极光



丰富多彩的干涉现象

水膜在白光下 白光下的肥皂膜



蝉翅在阳光下 蜻蜓翅膀在阳光下

肥皂泡玩过吗?白光下的油膜



测油膜厚度 平晶间空气隙干涉条纹

等倾条纹 牛顿环(等厚条纹)



第一节第一节

光源光源 相干光相干光



一. 电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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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磁波的产生

凡做加速运动的电荷都是电磁波的波源

例如：天线中的振荡电流 分子或原子中电荷的振动

2. 对电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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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简谐电磁波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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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量值上 HE µε =

(4) 波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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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电磁波具有波的共性 ——在介质分界面处有反射和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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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磁波的能量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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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光是电磁波

可见光七彩颜色的波长和频率范围

波长(nm) 频率(Hz) 中心波长 (nm) 光色

760~622 660红

橙 622~597 610

黄 597~577 570 

绿 577~492 540

青 492~470 480 

兰 470~455 460 

紫 455~400 430 

1414 10841093 ×× .~.
1414 10051084 ×× .~.
1414 10451005 ×× .~.
1414 10161045 ×× .~.
1414 10461016 ×× .~.
1414 10661046 ×× .~.
1414 10571066 ×× .~.



常用单色光源



三. 光源：能发射光波的物体。

(1) 热辐射

(2) 电致发光

(3) 光致发光

(4) 化学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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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相干(不同原子发的光)

非相干(同一原子先后发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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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同步辐射光源

(6) 激光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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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光波的叠加

1、光波与机械波的区别

(1)、光波是一种波动，它与机械波有相似之处，所以描述波动

规律的惠更斯原理，波的叠加和干涉等基本原理对光波同样也适
用。

(2)、与其它波动相比，光波又有其个性，有它自己的特殊规律：

　　如光波是由空间电磁场之间相互激励形成的，不像机械波那
样依赖媒质的弹性。

　　又如，光波的振动是指空间各点电场强度和磁场强度随时间
作周期变化，不像机械波那样指质点离开平衡位置的位移作周期
性变化等。



(3)、光波是一种电磁波，由于电磁波中各点电场强度和磁场强度

的大小和方向之间有确定的关系，而引起视觉反应的主要是电场
强度所以我们把电场强度矢量定义为光波中各点的光矢量。

　　由于电磁场中各点的辐射强度（在这里表现为光的亮度），
与电场强度的平方成正比，因此在以后讨论中，一般用“亮”“暗”
来说明光波干涉现象的规律。



2、两独立的光源产生的光波不能相干

(1)、分子原子发光的独立性

•一个原子两次发光随机不相干

(2)、发光的断续性

•两个原子同时发光也不相干 波列

..
波列长 L = τ c

非相干(不同原子发的光)

非相干(同一原子先后发的光)



由上分析可知：

(1)、两独立光源发生的光波不可能满足相干条件；

(2)、同一光源上不同的分子原子发光是独立的发出的光波不可

能满足相干条件。同一分子原子在不同时刻发出的波列也不能
为相干的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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