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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缝和棱脊不平行对菲涅耳双棱镜干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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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数值仿真和实验验证方法,解释用线光源作为光源的菲涅耳双棱镜干涉实验中,狭缝必须与双棱镜棱

脊平行才能观察到清晰干涉条纹的原因.基于几何光学和干涉原理,理论上得出观察屏上菲涅耳双棱镜干涉强度

分布公式,通过数值模拟得到干涉条纹可见度随狭缝与棱脊夹角的变化曲线.理论分析表明,随着夹角变大,干涉

可见度将出现先下降,再升高,然后再次下降的现象.最后,对理论结果进行实验验证,表明实验结果与数值模拟

结果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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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１９世纪初,英国物理学家托马斯杨开展了著

名的杨氏双缝干涉实验[１],为光的波动学说提供了有

力的物理支持.托马斯杨通过该实验第一个提出

光是横波的假设,该假设被菲涅耳所接受并发展.菲

涅耳在杨氏干涉实验基础上,在当时激光还没有问世

的情况下,设计了一系列的实验装置研究干涉现象,
菲涅耳双棱镜干涉实验就是其中之一[２].所谓的菲

涅耳双棱镜,是将一块平玻璃板的上表面加工成两个

２３２６０１Ｇ１



激 光 与 光 电 子 学 进 展

对称的楔形面,楔角很小,一般在０．５°~１°之间.菲涅

耳双棱镜干涉实际上是利用双棱镜对入射光线的分

波前原理,将同一光源等效为两个具有相干性的虚光

源,进而在观察屏上形成明暗相间的干涉条纹[３Ｇ４].
菲涅耳双棱镜干涉实验对理解光的波粒二象性

具有较好的指导意义,目前国内对双棱镜干涉实验

的研究,主要有通过改变双棱镜的放置方式研究其

对干涉条纹形状的影响[５Ｇ６];通过菲涅耳双棱镜实验

测定 相 关 参 数,如 双 棱 镜 楔 角、折 射 率 或 光 波

长[７Ｇ１０];利用几何光学推导出菲涅耳双棱镜干涉实

验中虚光源的位置及间距[１１Ｇ１３];利用矢量折射定理

推导出光束经过正交双棱镜后的偏转角度表达

式[１４]等.随着光学信息工程的发展,国内外也开始

将菲涅耳双棱镜实验应用于各个领域,如:利用光场

和光学系统脉冲响应函数的关系推导出干涉的强度

公式[１５];将菲涅耳双棱镜应用于数字全息显微术

中[１６];基于双棱镜干涉并利用重叠关联迭代引擎

(PIE)技术实现电子显微成像[１７]等.
一般情况下,大学物理实验中关于菲涅耳双棱镜

干涉实验所用的光源有两种,一种采用半导体激光经

聚焦后产生的点光源[１８Ｇ１９],另一种为低压钠灯通过狭

缝后产生的线光源[２０Ｇ２１].在激光发明之后,人们普遍

使用激光器作为双棱镜干涉实验的光源.但是,为了

让学生能够深刻理解基于双棱镜对入射光线的分波

前原理产生相干光束的方法,国内大多数高校的双棱

镜干涉实验仍然沿用低压钠灯作为双棱镜干涉实验

的光源.对于使用钠灯结合狭缝的装置来作为双棱

镜干涉实验中光源的情况,实验中要观察到较好的干

涉图样,对实验光路的调节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步骤.
特别是,只有调节狭缝方向使其与双棱镜棱脊完全平

行时,才能观察到明显的干涉条纹.然而,在对双棱

镜干涉实验的相关研究中,为什么“狭缝必须和双棱

镜棱脊平行才能观察到明显的干涉图样”,或者“狭缝

和双棱镜棱脊不严格平行时,对干涉现象会造成什么

样的影响”等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未有一个较为全面

的理论解释.进一步地,随着狭缝与双棱镜棱脊之间

夹角的增大,干涉条纹可见度将会以何种方式变化的

研究也未见报道.基于此,本文从菲涅耳双棱镜干涉

的原理出发,利用数值仿真的方法,探讨当狭缝方向

与菲涅耳双棱镜棱脊具有一定夹角时,对双棱镜干涉

条纹造成的影响,最后进行实验验证.

２　理论分析

如图１所示,以狭缝的中心位置作为坐标原点

o,建立三维直角坐标系(x,y,z).其中y 轴为光轴

方向,x 轴沿垂直于光轴方向,z 轴沿平行于双棱镜

棱脊方向.狭缝放置于xz平面内,且可绕o点进行

旋转.当狭缝方向旋转一定角度(假设与z轴的夹角

为γ)时,可考虑狭缝上任一点光源S 发出的光,经过

双棱镜后在观察屏(xz平面)上的干涉光强分布.

图１ 菲涅耳双棱镜干涉原理图.(a)狭缝偏转一定角度后的坐标系俯视图;(b)狭缝偏转情况示意图

Fig敭１ SchematicoftheFresneldoubleＧprisminterference敭 a Topviewofcoordinatesystemafterslotdeflecting
byacertainangle  b schematicofslotdeflection

　　图１中,a 为狭缝到双棱镜的距离,t为双棱镜

底边上的高,c为双棱镜底边长,L 为狭缝到观察屏

的距离,α为双棱镜楔角,P 为观察屏上任一点,l为

狭缝的长度,γ 为狭缝方向与z 轴(双棱镜棱脊方

向)的夹角.假设狭缝上某一点S 坐标为(b,０,

z１),S 的到坐标原点o的距离为r,则有

b＝rsinγ, (１)

z１＝rcosγ. (２)

　　光源S 发出的光,经过双棱镜折射后,将形成

虚像S１、S２.此时,S１、S２ 可认为是由同一点光源

S 经过分波前原理产生的相干光源.利用文献[１１Ｇ
１２]给出的几何光学关系,可推导出虚光源S１ 和S２

的坐标为

S１(x,y,z)＝[α２b(n２－α２ －１)＋b＋

αa(n２－α２ －１),
n－１
n

(t＋a)－

αb
n

(n２－α２ －１),z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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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２(x,y,z)＝[α２b(n２－α２ －１)＋b－

αa(n２－α２ －１),
n－１
n

(t＋a)＋

αb
n

(n２－α２ －１),z１], (４)

式中,n 为双棱镜的折射率.
因此,根据(３)和(４)式可计算出两虚光源间距

d 为

d＝２α(n２－α２ －１) a２＋
b２

n２
. (５)

　　假设观察屏距离S 为L,则观察屏上任一点P
的坐标可表示为(x,L,z).根据(３)、(４)式可以计

算出两虚光源S１ 和S２ 到P 点的等效光程差Δ 为

Δ＝lS１P －lS２P
, (６)

式中,lS１P
表示S１ 到P 点的距离,lS２P

表示S２ 到P
点的距离.联立(１)~(４)式和(６)式,可计算出观察

屏上,在xz平面内任一点的光强分布为

I１(x,L,z)＝２I０＋２I０cos
２π
λΔæ

è
ç

ö

ø
÷ , (７)

式中,I０ 为任一虚光源的光强大小,λ 为狭缝发出

的光的波长.
由(７)式可以看出,对于观察屏上的任一点坐

标,当满足Δ＝mλ,m＝０,±１,±２,．．．时,观察屏上

该点将出现光强的极大值(干涉亮纹),当满足Δ＝

m＋
１
２

æ

è
ç

ö

ø
÷λ,m＝０,±１,±２,．．．时,观察屏上该点将

出现光强的极小值(干涉暗纹).

值得注意的是,(７)式得出的观察屏上任一点的

光强I１仅是狭缝上其中一点S 在光屏上产生的干

涉光强分布.当狭缝不同位置的点光源互不相干

时,实际上观察屏上观察到的干涉强度分布应该是

整个狭缝发出的光在观察屏上产生干涉的强度叠

加,因此需要对狭缝长度进行积分.最后即可得出

实际情况下,从狭缝发出的光经过双棱镜后,在观察

屏上的干涉光强分布情况,即

I(x,L,z)＝∫
l
２

－
l
２

I１dr. (８)

３　数值仿真模拟及实验结果

采用实验中常用的实验参数进行仿真,固定

狭缝长度为l＝２cm,双棱镜的折射率为n＝１．５,
入 射 钠 灯 波 长 为 λ ＝５８９ nm,假 设 I０ ＝
１０００arb．units.

首先,考虑狭缝方向与双棱镜棱脊完全平行时

(即γ＝０°)的情况,图２为观察屏平面(xz平面)内,

x 方向的光强分布.图２(a)表示固定狭缝距离光

屏的距离为L＝６０cm,双棱镜楔角α＝０．５０°,狭缝

距双棱镜的距离a 改变时的x 方向的光强分布曲

线.图２(b)表示固定狭缝距双棱镜的距离a＝
１０．０cm,双棱镜楔角α＝０．５０°,狭缝距离光屏的距

离L 不同时,x 方向的光强分布曲线.图２(c)表示

固定狭缝距离光屏的距离为L＝６０cm,狭缝距双棱

镜的距离a＝１０．０cm,双棱镜具有不同大小的楔角

α时,x 方向的光强分布曲线.

图２ 光屏x 方向上的干涉强度变化图.(a)改变狭缝与双棱镜间距;(b)改变狭缝与观察屏间距;(c)改变双棱镜楔角

Fig敭２ InterferenceintensityvariationdiagraminxＧdirectionofscreen敭 a Changingspacingbetweenslotand
doubleprism  b changingspacingbetweenslotandviewingscreen  c changingdoubleＧprismwedgeangle

　　从图２可以看出,在狭缝方向和双棱镜棱脊完

全平行的情况下,在观察屏幕上均可观察到明暗相

间的干涉条纹,且屏幕中心为干涉亮纹.但是当狭

缝与双棱镜间距a 增大,或者狭缝与观察屏间距L
减小,或者双棱镜楔角α增大时,干涉明(暗)纹的间

距都将减小.事实上,由(５)式可知,a 增大或α 增

大,均相当于增加了虚光源间距d,由双棱镜干涉实

验中光屏上明(暗)条纹间距公式Δx＝Lλ/d 可知,

d 增大或L 减小,均会使明(暗)条纹的间距减小,
从而证明本文理论分析的正确性.

当狭缝方向与双棱镜棱脊成一定的夹角(即

γ≠０°)时,采用实验室中常用的参数值:l＝２cm,

n＝１．５,α ＝０．５０°,λ ＝５８９ nm,L ＝６０cm,

a＝１０．０cm,并假设I０＝１０００arb．units.只改变

夹角γ,可得到观察屏上xz 平面的干涉条纹分布

图,如图３(a)(b)(c)所示.对应地,在z＝０处,x方向

２３２６０１Ｇ３



激 光 与 光 电 子 学 进 展

图３ 狭缝在不同偏转角时观察平面上的干涉条纹分布图和光强分布图.(a)(b)(c)γ＝０°,０．１１°,０．１６°时干涉条纹分布图;
(d)(e)(f)γ＝０°,０．１１°,０．１６°时观察屏上z＝０处的光强分布

Fig敭３Interferencefringedistributionsandintensitydistributionsofobservationplanefordifferentdeflectionanglesofslot敭

 a  b  c Interferencefringedistributionswhenγ＝０° ０敭１１° ０敭１６°  d  e  f intensitydistributionsatz＝０on
　　　　　　　　　　　　　observationplanewhenγ＝０° ０敭１１° ０敭１６°

这条线上的光强分布分别如图３(d)(e)(f)所示.
从图３中可以看出,随着狭缝方向与双棱镜棱

脊方向之间的夹角γ 的增大,观察屏上xz 平面内

出现的干涉条纹将从清晰变得模糊,即观察到的干

涉现象将减弱.为定量描述干涉条纹的清晰程度,
可用可见度V[２２]进行分析:

V＝
Imax－Imin

Imax＋Imin
, (９)

式中,Imax为光强最大值,Imin为光强最小值.
通过改变γ 值,数值模拟出可见度V 随γ 的变

化关系曲线,结果如图４所示.从图４中可以看出,
不论选择的狭缝长度为多少,当狭缝方向与双棱镜

棱脊方向之间的夹角γ 稍增大时,观察屏上得到的

干涉条纹的可见度将急剧降低.从图４(a)可以看

出,选择狭缝长度为l＝２cm,当狭缝方向与双棱镜

棱脊夹角γ＝０．１７°时,干涉的可见度将首次降为

V＝０(即无干涉现象出现).从图４(b)可以看出,改
变狭缝长度到l＝０．５cm,当狭缝方向与双棱镜棱

脊夹角为γ＝０．６５°时,干涉的可见度将首次降为

V＝０.因此可以得出,在双棱镜干涉实验调节过程

中减小狭缝的长度值,可在一定程度上补偿狭缝方

向与双棱镜棱脊不平行对观察到明显的干涉条纹造

成的影响.
从图４也可以发现,随着γ 的增大,干涉条纹的

可见度也会出现先减小后增大再减小的现象.但可

见度的次大值,均远小于γ＝０°时的值,并且随着γ
的增大而降低.这一现象到目前为止也未见有文献

报道.本文对这一物理现象首先进行定性分析: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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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不同狭缝长度干涉条纹对比度随γ的变化关系曲线.(a)l＝２cm;(b)l＝０．５cm
Fig敭４ Interferencefringecontrastasafunctionofγunderdifferentslotlengths敭 a l＝２cm  b l＝０敭５cm

缝可认为是由大量点光源组成的线光源,当γ＝０°
时,狭缝上各点光源在干涉屏上产生的明(暗)条纹

位置均相同,因此可在观察屏上得到可见度最大的

干涉条纹;当γ≠０°时,狭缝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光

源在观察屏上产生的明(暗)条纹的位置将向相反方

向移动,导致观察屏上整体看到的干涉条纹的可见

度急剧降低.但是,当γ 为某一特殊值时,会出现

狭缝上某一点光源的干涉明纹和狭缝上另外一个点

光源的干涉明纹恰好重叠的情况,此时观察屏上就

可得到干涉可见度的次极大值.但考虑到狭缝中其

他点光源的贡献,可见度的次极大值将远小于γ＝０°
时的干涉可见度值.

对图４所示的数值模拟结果进行定量实验验

证.实验时,采用的实验装置和传统大学物理实验

教材[２０Ｇ２１]内容中相同,因此不在本文中进行赘述,只
重点分析当狭缝与双棱镜棱脊之间的夹角γ≠０
时,对双棱镜干涉条纹造成的影响.但是,从图４的

横坐标可以看出,要观察到此现象,狭缝与双棱镜棱

脊之间的夹角γ 变化应该在１°范围内.考虑到目

前的实验室条件无法满足如此精度的角度调节,因
此 对 测 微 目 镜 上 的 干 涉 条 纹 以 拍 摄 视 频

(３０frame/s)的方式进行实验研究.首先,调节狭

缝的旋转位置,使测微目镜中的干涉条纹可见度最

高,再将其逆时针旋转一定角度后的位置作为狭缝

旋转角度位置的初始坐标.然后,顺时针手动缓慢

旋转狭缝,并开始对干涉条纹进行拍摄,保持顺时针

旋转狭缝,直到从测微目镜中完全观察不到干涉条

纹为止时,停止拍摄.此过程共耗时约３s,从狭缝

的角度刻度尺上看,狭缝的旋转角度范围约为１°.
此时,得到的视频中,就包含狭缝与双棱镜棱脊完全

平行时(即γ＝０°)的干涉图样,以及当γ 继续增大

时的干涉图样.通过截取其中部分视频对应的图片

(从可观察到可见度最高的干涉条纹开始,按时间顺

序截取部分图片),可以得到如图５所示的结果.

图５ 增大狭缝与双棱镜棱脊夹角γ时得到的图像.(a)γ≈０°时的干涉图;(b)顺时针旋转狭缝一定角度

(即γ增大)时的干涉图;(c)继续顺时针旋转狭缝一定角度后的干涉图

Fig敭５Capturedimagesobtainedwhenangleγbetweenslotanddoubleprismridgeisincreased敭 a Interferogramobtained
whenγ≈０°  b interferogramobtainedwhenslotisrotatedclockwiseatacertainangle i敭e敭 γisincreased  
　　　　　 c interferogramobtainedwhenslotcontinuestorotateclockwiseatacertainangle

　　从图５(a)中可以看出,当狭缝与双棱镜棱脊之

间的夹角γ≈０°时,观察屏上能够看到清晰的干涉

条纹(可见度较高).当顺时针旋转狭缝一个小角度

后,从图５(b)可以看出,干涉条纹基本消失(可见度

几乎为０).从图５(c)可以看出,当继续顺时针方向

旋转一定角度后,可以看到干涉条纹将重新出现,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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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见度相对图５(a)时的情况明显降低.因此,实
验结果证明了如图４所示的理论模拟结果.

４　结　　论

利用线光源进行菲涅耳双棱镜干涉实验时,主
要研究当狭缝方向与双棱镜棱脊不平行时,观察屏

上得到的干涉条纹可见度的变化情况.首先利用几

何光学及干涉原理,从理论上得出狭缝和双棱镜棱

脊不平行时,观察屏上干涉强度分布变化情况.结

果表明,随着狭缝方向和双棱镜棱脊之间的夹角γ
的增大,干涉条纹的可见度快速降为０.但是,减小

所用狭缝的长度值l,将在一定程度上增大V＝０时

的γ 值.因此,就双棱镜干涉实验的调节而言,选
用长度较小的狭缝,可有效地降低观察到清晰干涉

条纹的难度.另外,理论结果还表明,随着狭缝方向

和双棱镜棱脊之间的夹角γ 的继续增大,双棱镜干

涉可见度还将出现再次增大和减小的现象,且可见

度的次大值将随着γ 的增大而继续降低.由于可

见度次大值的最大值仅为狭缝方向和双棱镜棱脊平

行时的２０％左右,因此在通常的实验过程中,人眼

较难观察到可见度再次增大这一现象,这表明通常

在双棱镜干涉实验中,要看到清晰的干涉条纹,必须

调节狭缝方向和双棱镜棱脊平行这一问题.最后,
本文还进行简单的实验验证,通过录制视频,并从截

取的图片分析来看,随着狭缝方向和双棱镜棱脊之

间的夹角γ 增加,确实能够观察到干涉条纹从清晰

到没有,然后再次出现的情况,从而证明了理论模拟

的正确性.相信本文的研究,一方面有助于对菲涅

耳双棱镜干涉这一经典现象有更加深入的理解,另
一方面对该实验现象的调节方法提供了一定的

指导.

参 考 文 献

 １ 　FengG Y ZhouSH敭Waveoptics M 敭Beijing 
SciencePress ２０１３ ８２Ｇ８４敭

　　　冯国英 周寿桓敭波动光学 M 敭北京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８２Ｇ８４敭

 ２ 　DaukantasP敭２００yearsofFresnel slegacy J 敭
OpticsandPhotonicsNews ２０１５ ２６ ９  ４０Ｇ４７敭

 ３ 　GhatakA敭Optics M 敭ZhangXG XiLX YuH
J Transl敭４thed敭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２０１３ ２６３Ｇ２６６敭

　　　GhatakA敭光学 M 敭张晓光 席丽霞 余和军 译敭
４版敭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２６３Ｇ２６６敭

 ４ 　MaxB EmilW敭Principlesofoptics M 敭YangXS 

Transl敭７th ed敭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Industry ２００９ ２４４Ｇ２４５敭

　　　马科斯波恩 埃米尔沃尔夫敭光学原理 M 敭杨

葭荪 译敭７版敭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９ ２４４Ｇ

２４５敭

 ５ 　YanH X WangKL敭Experimentalinquisitionof

placewayofFresneldoubleprism J 敭Experiment
Science&Technology ２０１２ １０ ３  １８８Ｇ１９０敭

　　　晏红祥 王昆林敭菲涅耳双棱镜置放方式的实验探究

 J 敭实验科学与技术 ２０１２ １０ ３  １８８Ｇ１９０敭

 ６ 　GeS H Tang Y M敭DiscussionontheFresnel
doublebeinglaidintwodifferentwaysinexperiment

 J 敭PhysicalExperimentofCollege ２０１２ ２５ １  
３５Ｇ３７敭

　　　葛松华 唐亚明敭菲涅尔双棱镜干涉实验中双棱镜两

种放置方法的讨论 J 敭大学物理实验 ２０１２ ２５

 １  ３５Ｇ３７敭

 ７ 　LaiY ShenZX WangZS etal敭Measurement
methodofinＧorbitsmallanglebased on Fresnel

biprism J 敭InfraredandLaserEngineering ２０１６ 
４５ ３  ０３１７００２敭

　　　来颖 沈正祥 王占山 等敭基于菲涅尔双棱镜的在

轨小角度测量方法 J 敭红外与激光工程 ２０１６ ４５

 ３  ０３１７００２敭

 ８ 　ChenYH敭Measurementofwedgeangleofbiprism

bydoublebeaminterference method J 敭Physical
ExperimentofCollege ２０１７ ３０ ６  ６５Ｇ６７敭

　　　陈余行敭双光束干涉法测量双棱镜的楔角 J 敭大学

物理实验 ２０１７ ３０ ６  ６５Ｇ６７敭

 ９ 　ZhangX敭Measurementofrefractiveindexandacute
angle of Fresnel double prism  J 敭 Physics

Experimentation １９９６ １６ ４  １４７ １４６敭
　　　张雄敭菲涅尔双棱镜折射率和锐角的测量 J 敭物理

实验 １９９６ １６ ４  １４７ １４６敭

 １０ 　LiaoLX LiuSZ MiX W敭Simplemethodfor
measuringlaserwavelengthwithbiprism J 敭Physics

Experimentation ２００７ ２７ ７  ３４Ｇ３５敭
　　　廖立新 刘生长 米贤武敭用双棱镜测激光波长的简

单方法 J 敭物理实验 ２００７ ２７ ７  ３４Ｇ３５敭

 １１ 　GeSH TangY M敭Discussiononthepositionof

twovirtuallightsourcesin Fresneldoubleprism
experiment J 敭PhysicalExperimentofCollege 

２０１１ ２４ ２  ５６Ｇ５８敭
　　　葛松华 唐亚明敭菲涅耳双棱镜干涉实验中虚光源位

置的讨论 J 敭大学物理实验 ２０１１ ２４ ２  ５６Ｇ５８敭

 １２ 　WangSH敭Orientationandmeasurementofvirtual

lightsourceindoubleprisminterferenceexperiment

 J 敭PhysicsandEngineering ２０１３ ２３ ５  ２５Ｇ２６敭

２３２６０１Ｇ６



激 光 与 光 电 子 学 进 展

　　　王素红敭双棱镜干涉实验中虚光 源 的 定 位 与 测 量

 J 敭物理与工程 ２０１３ ２３ ５  ２５Ｇ２６敭

 １３ 　LiuQ W WangX H敭Measurementofdistanceof
virtuallightsources using objectequalingimage
methodinFresnelbiprisminterference J 敭College
Physics ２０１７ ３６ ３  ２８Ｇ３１敭

　　　刘秋武 王小怀敭物像等大法测量双棱镜干涉中虚光

源间距 J 敭大学物理 ２０１７ ３６ ３  ２８Ｇ３１敭

 １４ 　LiAH SunJF LiuLR敭Designandanalysisof
highaccuracylightbeamdeflectiondevice J 敭Acta
PhotonicaSinica ２００６ ３５ ９  １３７９Ｇ１３８３敭

　　　李安虎 孙建锋 刘立人敭高准确度光束偏转装置的

设计与 分 析 J 敭光 子 学 报 ２００６ ３５ ９  １３７９Ｇ
１３８３敭

 １５ 　ZhangYT LiHG敭InvestigationofFresnelbiprism
interferencefrom the perspective ofinformation
optics J 敭ChineseOptics ２０１９ １２ １  １２２Ｇ１２９敭

　　　张颖涛 李洪国敭信息光学视角下菲涅耳双棱镜干涉

的研究 J 敭中国光学 ２０１９ １２ １  １２２Ｇ１２９敭

 １６ 　AnandA ChhaniwalV JavidiB敭Tutorial common

pathselfＧreferencingdigitalholographic microscopy
 J 敭APLPhotonics ２０１８ ３ ７  ０７１１０１敭

 １７ 　LiY J He X L Kong Y et al敭Shearing
interferometric electron beam imaging based on

ptychographiciterativeengine method J 敭Acta
PhysicaSinica ２０１７ ６６ １３  １３４２０２敭

　　　李元杰 何小亮 孔艳 等敭基于电子束剪切干涉的

PIE成像技术研究 J 敭物理学报 ２０１７ ６６ １３  
１３４２０２敭

 １８ 　YangS W ZhaoLZ ShenGT敭Generalphysics
experimentＧ３Ｇopticalpart M 敭４th ed敭Beijing 
HigherEducationPress ２００７ ５６Ｇ５９敭

　　　杨述武 赵立竹 沈国土敭普通物理实验Ｇ３Ｇ光学部分

 M 敭４版敭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７ ５６Ｇ５９敭

 １９ 　LiW Z敭Collegephysicsexperiment M 敭Beijing 
HigherEducationPress ２０１３ ７６Ｇ８１敭

　　　郦文忠敭大学物理实验 M 敭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

社 ２０１３ ７６Ｇ８１敭

 ２０ 　Zhang H J敭 Integrated and design physics
experimentson optical platforms M 敭Beijing 
SciencePress ２０１７ ７４Ｇ８１敭

　　　张皓晶敭光学平台上的综合与设计性物理实验 M 敭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 ７４Ｇ８１敭

 ２１ 　ShenY SuYL敭Collegephysicsexperimentcourse

 M 敭Beijing HigherEducationPress ２０１４ ３５７Ｇ
３６２敭

　　　沈岩 苏玉玲敭大学物理实验教程 M 敭北京 高等

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４ ３５７Ｇ３６２敭

 ２２ 　LiangQ Y敭Physicaloptics M 敭４thed敭Beijing 
PublishingHouseofElectronicsIndustry ２０１２ ８１敭

　　　梁铨延敭物理光学 M 敭４版敭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

社 ２０１２ ８１敭

２３２６０１Ｇ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