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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激光器问世至今已近半个世纪，激光与计算机被人们并称为20世纪的重大研究成果。
近50年来，激光发展十分迅速，并已在人民生活各领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介绍并普及激光知识，对于推动我国知识创新、科技创新的进程，提高我国人民的高新技术水平都是
非常重要的。
激光不仅仅是一门科学，而且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能推动生产力发展、提高综合国力、加强国防、改善
人民生活的重要产业之一。
激光器的发明出人意料地引出了光学中的另一支灿烂“鲜花”，这就是全息技术。
当人们观看到色彩绚丽、栩栩如生的全息图像时，无不对激光全息技术的魅力表示惊讶。
全息技术在科学技术上的应用也扩展到实时全息干涉自动测量、光学图像实时处理、光存储、光计算
、光显示等方面的新技术应用领域。
全息技术作为光学中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它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日益引起科技工作者的重视，
也必将在高科技发展中产生深远的影响。
本书是作者20多年来在光学工程专业从事激光全息技术教学、实验和科研的基础上编写的。
本书的参考学时数为64学时（含实验）。
全书共分11章，第1章－第4章主要介绍激光的基本原理、激光技术与器件。
第5章－第7章是光全息学的原理、体积全息图、彩虹全息及全息图的复制。
第8章－第10章主要为应用部分，包括高温云纹干涉技术、光折变晶体全息存储、二元光学与光刻技术
等方面的内容。
第11章为激光全息技术的基本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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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激光原理与全息技术》以激光原理、激光技术、激光器件为基础，并系统阐述了激光全息技术
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同时对其在全息图复制、全息云纹干涉技术、光折变晶体的全息存储以及二
元光学与光刻技术等方面的应用做了广泛的介绍。
《激光原理与全息技术》共分11章，第1章~第4章主要介绍激光的基本原理、激光技术与器件。
第5章~第7章是光全息学的原理、体积全息图、彩虹全息及全息图的复制。
第8章~第10章为主要应用部分，包括高温云纹干涉技术、光折变晶体全息存储、二元光学与光刻技术
等方面的內容。
第11章为激光全息技术的基本实验。
《激光原理与全息技术》可作为光电信息工程专业和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本科教材，亦可作为光学
工程专业的研究生教材以及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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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50年来，激光发展十分迅速，并已在人民生活各领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介绍并普及激光知识，对于推动我国知识创新、科技创新的进程，提高我国人民的高新技术水平都是
非常重要的。
激光不仅仅是一门科学，而且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能推动生产力发展、提高综合国力、加强国防、改善
人民生活的重要产业之一。

激光器的发明出人意料地引出了光学中的另一支灿烂“鲜花”，这就是全息技术。
当人们观看到色彩绚丽、栩栩如生的全息图像时，无不对激光全息技术的魅力表示惊讶。
全息技术在科学技术上的应用也扩展到实时全息干涉自动测量、光学图像实时处理、光存储、光计算
、光显示等方面的新技术应用领域。
全息技术作为光学中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它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日益引起科技工作者的重视，
也必将在高科技发展中产生深远的影响。

本书是作者20多年来在光学工程专业从事激光全息技术教学、实验和科研的基础上编写的。
本书的参考学时数为64学时（含实验）。
全书共分11章，第1章－第4章主要介绍激光的基本原理、激光技术与器件。
第5章－第7章是光全息学的原理、体积全息图、彩虹全息及全息图的复制。
第8章－第10章主要为应用部分，包括高温云纹干涉技术、光折变晶体全息存储、二元光学与光刻技术
等方面的内容。
第11章为激光全息技术的基本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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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如图3-12所示，在腔内插入某种类型的染料盒，它是一种可饱和吸收器。
起初由于只吸收工作物质发出的较弱的荧光，吸收很强，透过率很低。
因此谐振腔损耗大，o值很低，腔内不能形成激光振荡，工作物质处于储能状态。
当染料盒被强光照射时，处于基态的染料分子吸收光以后被迅速激发到高能级，当高能级的粒子数已
达到饱和后就不能再吸收光i因而使染料被漂白或变成透明，Q值突然增大，在腔内突然形成激光振荡
，输出很强的激光脉冲。
这种方法属于被动调Q方法，最大的优点是能够自动与抽运同步，它是利用某些物质对入射光有强烈
的非线性效应而制成的Q开关。
可用于调Q的染料种类很多，例如，对钕玻璃和YAG激光器常用十一甲川蓝色素和五甲川蓝色素，也
有目前实用的染料B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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