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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信息化社会的技术基础是光通信和光电子器件，社会对信息的巨大需求，又直接推动着光电子器
件和技术的发展。
大容量、高速度、小型化和集成化，是在量子力学基本理论应用的物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光学和光子学、电子学、光电子器件、光电子集成、量子力学原理有机地结合起来，推动着科学技术
的发展。
具有各种知识背景，包括电子学、光学工程、半导体物理学、光电器件设计与制造和计算机方面的研
究人员、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迫切地感到需要拓宽自己的知识面。
而实际工作的紧迫性又要求尽快掌握满足工程需要的基础知识而暂时避开精细而严密的系统理论，包
括在科学技术前沿仍然处于发展中的科学原理和仍处在争议中的科学问题。
工程应用首先要求在实践上重复可靠的量子力学理论，具有可操作性。
这些已经得到实际应用的物理原理的灵活应用还有很大的发展和创新空间。
如量子尺寸效应，即量子阱、超晶格的理论，已经是大量光电子器件的物理基础，但是在量子理论中
，这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
因此，我们很需要像《光电子器件物理学》这样一本为交叉学科发展服务的精炼的学术专著。
　　这本书是作者多年从事光电子器件物理教学与研究工作的结晶。
他根据器件制造和新型光电子器件发展的要求，从光的电磁场理论、固体物理学、半导体物理学和量
子力学提取必要的知识，组建了关于光电子器件物理的综合性基础理论，能满足有不同知识背景而从
事光电子器件设计、制造及器件应用的一般工程技术人员和研究生的需求，也可以用作高等学校教学
用参考书。
甚至对一般关心光电子器件发展及其应用的读者也会有很大的帮助，这将有利于推动光电子器件的发
展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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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光电子器件物理学》共六章，第1章对光电器件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分五个阶段做了评述
；第2，3，4，5章对光电器件和光电子技术相关的物理理论作了精选和评述；第6章讲述实用光电器件
原理与技术，选择当今最具代表性和正在发展中的器件作了特别论述。
在浩如烟海的光电子技术中，《光电子器件物理学》给读者一种清晰的思路和深入的物理思想启发，
可供大学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及光电技术科技工作者学习和工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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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前节已经讲过光电效应，而电光效应，就是电致发光器件，也称为发光器件。
如半导体激光器和发光二极管等人造光源。
制作光源器件主要是寻找发光材料，发光材料的研究已经形成一个材料学的学科，是一个发展中的学
科。
这里暂不讨论，而电光效应对光电子技术的发展是有重要贡献的。
从科学历史看，在人们还不知道怎样在生产中应用电时，就已经开始应用光现象了。
物理学创始人伽利略（Galileo，1564-1642）发明了第一台望远镜，并用几何光学计算出焦距。
那时的光学元件就是玻璃块，可惜的是在以前的三百多年中，光学和光学仪器应用（或者说光学工程
技术）没有多少进步，从物理原理来看没有什么变化，一直维持在宏观物理的水平上，可是从19世纪
开始，电的应用却是突飞猛进，从1831年法拉第（Faraday.Michael）电磁感应实验开始，电动机、发电
机、电厂、电网和电站等都出现了，使得19世纪被称为电的世界，电动力成为生产生活主要能源。
后来（1862年）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的出现，使得物理学研究进入微观物质世界，19世纪末开始发展
现代物理或者说微观物理（指原子物理和量子力学）研究，最早发现电子（1897年提出，1907年实验
确认），电磁波是1865年麦克斯韦（Maxwell）提出的，1887年赫兹（Hertz）实验证实。
1895-1897年马可尼（Marconi）和波波夫（TIonob）发明无线电接收装置。
那时的光电子技术只是电子技术，而且直到激光器发明（1960年）之前，在光电子技术年代，光学技
术部分只能说“光”，不能说“光子”，而且是可见光波段。
所以光电子技术早期工作是利用光电效应的物理原理，用电子学仪器研究用光照射的物体，当时对微
观光学的知识还很少，后来的研究表明，我们能看到的观察体是反射光起决定性作用，而不是入射光
。
所以光电探测器的设计主要是改善对反射光的接收能力，如灵敏度、响应速度和清晰度等。
　　那时对光的应用目的，主要是能够更清楚更详细的看到东西，其实就是古老光学（约在16世纪）
提出的问题：人眼为什么能看到东西？
光电探测器也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初始答案。
　　再来分析人眼看到东西的物理过程，当入射光照射物体时，是反射光到达的人眼，也就是说反射
光带来了观察对象的信息，如颜色、清晰度和形状，而这些信息正好跟光的三要素：频率、振幅和相
位一一对应。
而不同的物体这三要素的数值是不一样的，因此把反射光称信息光，因为照射到观察对象，把入射光
受到观察对象调制成反射光，也就是反射光带回了观察对象的位置、形状和颜色，而入射光就没有这
些信息的。
　　所以人眼看到的东西是由反射光的三要素确定的，而入射光的频率（或颜色）、强度、相位对任
何物体都是一样的，直接观察入射光就无法区分不同的观察对象，无法区分就是没看到，所以有观察
意义的光是反射光或者说是信息光，这就如同太阳光挂在天上，对所有生物用途都是一样的，有的生
物黑天可以活动，而白天不能活动，因为看不到东西；人在黑天不能活动，看不到东西，为什么？
就是人和其他生物一样长在他们身上的眼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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