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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导波光学》通过对各类光导波性质及器件原理的学习，培养学生的自主创新精神，提高学生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导波光学》总结作者多年来在光波导领域工作研究成果；分析转移矩阵
和微扰是《导波光学》运用最多的两种数学工具。
导波光学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很强的学科。由于其在未来信息社会具有
巨大的应用潜力，一直受到学术界和技术界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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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好书哦
2、导波这块写的比较好的一本中文书，基础读物，有电磁学基础的不难看懂，而且对一些前沿的方
向，比如表面等离子体之类有一定介绍，深入浅出
3、这是一本专业性很强的书籍，对导波知识的讲解循序渐进，知识结构组织的很好。建议从事相关
领域研究的人士使用。
4、买了之后，发现比较偏重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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