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波动光学光的
干涉



普通光源：自发辐射

独立(不同原子发的光)
·
·

独立(同一原子先后发的光)

•  发光的随机性
•  发光的间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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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波是电磁波。

   光波中参与与物质相互作用（感光作用、生理

作用）的是 E 矢量，称为光矢量。

3、光强

单色光——只含单一波长的光。

复色光——含多种波长的光。
准单色光——光波中包含波长范围

            很窄的成分的光。

2、光的颜色和光谱

可见光频率范围

可见光波长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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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矢量的振动称为光振动。

         在波动光学中，主要讨论的是相对光强，因此在

同一介质中直接把光强定义为：

二、光的相干性

相干波的条件：同频率，同振动方向，相位差恒定
干涉现象：在相干区域内，一些点振动始终加强，
一些点始终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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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两束相干光的方法

分振幅法

        其原理是利用反射、

折射把波面上某处的振
幅分成两部分，再使它
们相遇从而产生干涉现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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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源

分波阵面法

        光源发出的

某一波阵面上，
取出两部分面元
作为相干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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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杨氏双缝干涉实验

S1

S2

S*

*

*

14-2   杨氏双缝干涉实验  光程   劳埃德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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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氏干涉条纹

D >> d

波程差：

干涉加强

明纹位置

干涉减弱

暗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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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暗相间的条纹对称分布于中心O点两侧。 

干涉条纹特点：

(2)相邻明条纹和相邻暗条纹等间距，与干涉级k无关。

两相邻明（或暗）条纹间的距离称为条纹间距。

若用复色光源，则干涉条纹是彩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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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一：

方法二：

 (3) D, d一定时，由条纹间距可算出单色光的波长。

(4)中央条纹由波程差                 确定。其位置不一定

在坐标原点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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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菲涅耳双面镜

虚光源     、

平行于

屏幕上O点在两个虚光源连线的垂直平分线上，屏幕

上明暗条纹中心对O点的偏离 x为：

二、其它分波阵面干涉装置

光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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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洛埃镜

光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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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屏幕 E 移至     处，从 S1和 S2 到 L点的

光程差为零，但是观察到的是暗条纹，表明两

光波在此干涉相消。相位差应为        。说明反

射时有相位突变或半波损失存在。

结论：光由光疏介质（垂直或掠）入射到光密介

质界面上时，反射光相对入射光产生         相位突

跃变或称半波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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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程
        干涉现象决定于两束相干光的相位差。两束相干

光通过不同的介质时，相位差不能单纯由几何路程差
决定。 

光在折射率为n的介质中传播几何路程为r，相应的

相位变化为 

三、光程与光程差

波源的振动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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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程表示在相同的时间内光在真空中通过的

路程，它避免了介质中波长的概念，因为通常已
知的波长都是真空中的波长。

S1, S2初相位相同的

相干光源

定义 nr 为光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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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程差

光在真空中的波长

若两相干光源不是同相位的

两相干光源同相位，干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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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A

B

C

D

E

透镜不会引起附加的光程差

L F FL

透镜的等光程性

透镜的等光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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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光线通过透镜要改变传播方向，但不会引起
附加光程差

A、B、C 的位相

相同，在F点会聚，

互相加强

A、B、C 各点到F点的光程都相等。

AaF比BbF经过的几何路程长，但BbF在透镜中经过

的路程比AaF长，透镜折射率大于1，折算成光程， 

AaF的光程与BbF的光程相等。

解
释

使用透镜不会引起各相干光之间的附加光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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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原来的零级条纹移至何处？若移至原来的第 k 

级明条纹处，其厚度 h 为多少？

：已知：S2 缝上覆盖

的介质厚度为 h ，折射率

为 n ，设入射光的波长为

. 

解：从S1和S2发出的相干光所对应的光程差

当光程差为零时，对应

所以零级明条纹下移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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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 k  级明条纹位置满足：

设有介质时零级明条纹移

到原来第 k 级处，它必须

同时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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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薄膜上、下两个表面对入射光的反射和

折射，可在反射方向（或透射方向）获得相干光束。

肥
皂
泡
的
干
涉
条
纹

14-3 薄膜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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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膜上的干涉条纹 蝉翼上的干涉条纹

其它干涉条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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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光源照射下的薄膜干涉

a1 a2
a

   在一均匀透明介质n1中

放入上下表面平行,厚度

为e 的均匀介质 n2(>n1)，

用扩展光源照射薄膜，其

反射和透射光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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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在界面处的相位跃变

1.光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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