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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工程原理》

前言

　　1925年电视及1960年激光器的问世，开启了现代光学的新时代，光学工程学科集光、机、电为一
体，以光学为核心，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物理光学和几何光学是光学工
程学科的专业基础课。物理光学依据光的波动理论，成功地导出诸如傅里叶光学、光学信息处理、全
息术、光学传递函数等现代光学中的公式并在实践中孑以验证。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物理光学是现
代光学的理论基础，应用光学是工程化的一门学科分支，给出了理想成像的物像共轭关系，总结出七
种几何像差，最终的目的是设计光学系统。　　本书是作者多年来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体会和总结，
为保持完整性和系统性，对有关书及文献中读者可阅读到的内容进行了概括、重点讲述。　　梁铨廷
教授在最近出版的《物理光学》一书中指出：“菲涅耳衍射问题的定量解决仍然很困难。在许多情况
下，需要利用定性和半定量的分析、估算解决问题⋯⋯”。本书中推导出菲涅耳衍射的复振幅和光强
解析表达式，并解释了其物理意义。用此表达式可直接计算接收屏上任一点的复振幅和光强，无需用
数字积分法计算。为验证该表达式的正确性，书中分别对圆孔和圆环衍射与国外有关文献用数字积分
法得出的结果进行了对比。　　波恩（Born）和沃耳夫（Wolf）在《光学原理》一书中指出：“了解
焦点附近的三维（菲涅耳）光分布状态，对于估计成像系统中接收平面装配公差等特别重要。”本书
导出光学系统像点附近的光强空间分布计算公式，指出像面处是夫琅禾费衍射，像面前后为菲涅耳衍
射。并证明瑞利判断和斯托列尔准则是等价的。　　对于“傅里叶光学”，本书明确指出将菲涅耳一
基尔霍夫衍射积分公式把积分限拓宽到无穷大，即为数字上的傅里叶变换式，从而产生的傅里叶光学
。　　自从德宁（Durnin）等于1987年发表了无衍射光束（Non-Diffraction Beams）论文以来，它已成
为国际上光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本书从理论上证明它是在不考虑圆环和透镜衍射的条件下得出来的
，并推导了其复振幅表达式。　　如果说物理光学促进了现代光学的发展，相对而言，应用光学几十
年代发展不大，其根本原因是光学设计理论没有新的突破，只是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计算速度加
快了许多。人们编制了诸如Codev和Zemax等光学设计软件，使光学设计更为方便。但又进入另一误区
，认为光学系统设计是件很容易的事，经常是设计出的光学系统很难加工、装配，加工成本高、成品
率很低，甚至出现无法生产等诸多情况，以至于国际上真正熟练掌握光学设计的人才缺乏。　　本书
理论上证明了赛德和数不是单个折射面对整个系统的像差贡献量，只是表征该面本身的像差（波差）
。如球差系数sI为波差的8倍，由于波差是转面不变量，所以传统的PW法求解初始结构作为光学设计
的基本方法没有出现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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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工程原理》

内容概要

《光学工程原理》以作者多年从事光学工程专业的教学和科研成果为基础，主要讲述了物理光学和应
用光学两大光学工程的分支：在物理光学部分首先推导出菲涅耳衍射的复振幅和光强解析表达式，并
解释了其物理意义。对光学系统像点附近的光强空间分布、瑞利判断和斯托列尔准则、激光光束、无
衍射光束等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应用光学部分在光学设计理论上有了新的突破，提出了波差法和最小
偏向角法，并阐述了多年积累的典型光学系统知识。书中结合变焦系统及基于棱镜动态成像特性的扫
描系统等介绍部分动态光学知识。
《光学工程原理》力求为光学工程相关专业的学生和工程技术研究人员等提供光学工程分析、设计的
基本理论，先进技术和最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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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用于闭环过程控制　　对于闭环控制系统，除了要用开关量I／0点数实现顺序逻辑控制外，还
要有模拟量的I／O回路，以供采样输入和调节输出，实现过程控制中的PID调节，形成闭环过程控制
系统。而中型的可编程序控制器由于具有数值运算和处理模拟量信号的功能，可以设计出各种PID控
制器。目前，随着可编程序控制器控制规模的增大，PLc可控制的回路数已从几个增加到几十个甚至
几百个，因此可实现比较复杂的闭环控制系统，实现对温度、压力、流量、位置、速度等物理量的连
续调节。比较典型的应用，例如连轧机的速度和位置控制、锅炉的自动给水、加热炉的温度控制等。
要完成这类控制，不仅要求可编程序控制器有足够数量的I／O点，还要有模拟量的处理能力，因此
对PLc的功能要求高，根据能处理的模拟量的多少，至少应选用中档的可编程序控制器。　　3．用于
多级分布式和集散控制系统　　在多级分布式和集散控制系统中，除了要求所选用的可编程序控制器
具有上述功能外，还要求具有较强的通信功能，以实现各工作站之间的通信、上位机与下位机的通信
，最终实现全厂自动化，形成通信网络。由于近期的PLc都具有很强的通信和联网功能，建立一个自
动化工厂已成为可能。显然，能胜任这种工作的可编程序控制器为高档PLc。　　4．用于机械加工的
数字控制和机器人控制　　机械加工行业也是PLc广泛应用的领域，可编程序控制器与计算机数字控
制（Com-purerNumberControl，CN（：）技术有机地结合起来，可以进行数字控制。由于PLc的处理
速度不断提高和存储器容量的不断扩大，使CNC的软件不断丰富，用户对机械加工的程序编制越来越
方便。随着人工视觉等高科技技术的不断完善，各种性能的机器人相继问世，很多机器人制造公司也
选用PLc作为机器人的控制器，因此PLC在这个领域的应用　　也将越来越多。在这类应用中，除了要
有足够的开关量I／O、模拟量I／O外，还要有一些特殊功能的模板，如速度控制、运动控制、位置控
制、步进电机控制、伺服电机控制、单轴控制、多轴控制等特殊功能模板，以适应特殊工作需要。　
　（四）根据生产厂家分类　　PLC的生产厂家很多，每个厂家生产的PIJc，其点数、容量、功能各有
差异，但都自成系列，指令及外设向上兼容。因此，在选择PLc时若选择同一系列的产品，则可以使
系统构成容易，操作人员使用方便，备品配件的通用性及兼容性好。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日本欧姆龙
（OMRON）公司的c系列，三菱（MITSUBISHI）公司的F系列，东芝（TOSHIBA）公司的EX系列，
美国哥德（GuuLD）公司的M84系列，美国通用电气（GE）公司的GE系列，美国A-B公司的PLC一5系
列，德国西门子（SIEMENS）公司的S5系列、S7系列等。　　四、可编程序控制器的应用现状　　（
一）可编程序控制器的市场状况　　1．国际市场　　可编程序控制器是“专为工业环境下应用而设
计”的工业控制计算机。由于其具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很高的可靠性，能在恶劣环境下工作的大量
的I／0接口，因此，伴随着新产品、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市场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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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内容精要没有废话，国防出版社的教材还是很给力的，对光电入门有帮助！
2、好好的书呀~~
3、商品不错，性价比很高。物流也很给力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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