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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十一章波动光学 17世纪以前，人们对光的研究仅限于几何光学方面，至17世纪中
叶，随着第一架望远镜和显微镜的诞生以及光的反射定律和折射定律的建立，几何光学的体系基本形
成，人们开始进一步探讨光的本性，并在17世纪后期逐渐形成两派不同的学说，一派是以牛顿为代表
的微粒说，认为光是按惯性定律沿直线飞行的微粒流；另一派是惠更斯的波动说，认为光是一种在特
殊介质中传播的机械波，微粒说能解释光的直线传播定律及反射、折射定律等，但在研究光的折射现
象时，得出了光在水中的速度大于空气中速度的错误结论；波动说也能解释折射、反射定律，并且还
解释了方解石的双折射现象，但根据波动理论，则认为光在水中的速度小于空气中的速度，限于当时
的科学技术条件，无法用实验检验这两种说法，只是由于牛顿的崇高威望使微粒说占了统治地位。
1801年英国物理学家杨（T.Young，1773—1829）最先用实验显示了光的干涉现象，在历史上第一次测
定了光的波长，并用干涉原理成功地解释了白光下薄膜彩色的形成，为波动说奠定了实验基础，然而
，由于微粒说的绝对优势，杨氏的工作不被人重视和接受，波动说仍处于被压抑的地位。 1815年法国
物理学家菲涅耳（A.J.Fresnel，1788—1827）用杨氏干涉原理补充了惠更斯原理，由此成功地解释了光
的衍射和光的直线传播现象，有力地证明了光的波动理论，至此，波动说取得了胜利，确立了应有的
地位。 1808年以后，马吕斯（E.L.Malus，1775—1812）、杨氏、菲涅耳和阿拉果（D.Arago，1786
—1853）等人系统研究了光的偏振现象，确认光是横波。1850年傅科（J.L.Foucauh，1819—1868）又从
实验证明光在水中的速度小于空气中的速度，这样，波动说最后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彻底否定了微粒说
，在19世纪中叶形成了波动光学的体系。 然而，此时的波动说仍是以光的机械波理论为基础的，在寻
找光赖以传播的弹性介质“以太”时，这个理论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1865年麦克斯韦在电磁理论
的研究中，指出光也是一种电磁波，这个预言被以后的一系列实验所证实，这样，旧波动说才摆脱了
机械论而得到根本的改造，人们对光的本性的认识因此产生了一个新的飞跃，从此，波动光学就在电
磁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完善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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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物理学(第4版)》可作为高等学校理工科各专业60～90学时的
大学物理课程的教材，也可供高职高专、成人高校等选用及有关科技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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