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光学》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编号 1070001334 

课程中文名称 工程光学 

课程英文名称 Optical Engineering 

课程类别 大类学科基础与专业基础课 

适用专业 测控技术与仪器 

开课学期 第六学期 

总 学 时 32学时，其中课内讲授32学时、实验0学时 

总 学 分 2 

开课模式 必修 

先修课程 大学物理、高等数学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主要由几何光学和物理光学两部分

组成。几何光学部分主要介绍了几何光学的基本定律与成像概念、理想光学系统

的光学参数与成像特性、平面与平面镜成像系统、光学系统中的成像光束限制、

光学系统的光路计算和像差基本理论、典型光学系统等。物理光学部分主要介绍

了光的电磁性质、光在各向同性介质界面上的传播规律和光波的叠加、光波的干

涉与衍射等。 

建议教材 郁道银、谈恒英. 光学工程 第4版.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6 

参考资料 

[1] 母国光、战元龄. 光学（第二版）.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2] 赵凯华、钟锡华. 光学.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4 

[3] 玻恩、沃耳夫. 光学原理（第七版）.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9 

 

二、课程教学目标 

1.知道几何光学的基本定律和原理，能够进行单个折射、反射球面的光线光路计算。 

2.知道理想光学系统的基点与基面，能够用图解法和解析法求像，能够求出透镜的焦距、基点和基面。 

3.知道平面反射镜、平行平板、反射棱镜和折射棱镜等典型平面系统的性质和作用。能够判断棱镜系

统的成像方向，能够计算折射棱镜的偏向角。 

4.知道光阑、光瞳、入射窗、出射窗、孔径角、视场角、渐晕等基本概念。能够计算光学系统的景深。 

5.知道像差的定义、分类和消像差的原则。 

6.知道典型光学系统的结构形式和成像特性，能够计算典型光学系统的光学参数。 

7.知道麦克斯韦方程组的表达式。知道光的吸收、色散和散射。能够描述光波叠加后形成的物理现象。 

8.知道光的干涉定义和光波干涉的条件。能够描述迈克耳逊干涉仪、法布里-珀罗干涉仪的结构和工作

原理。 

9.知道光波衍射的基本理论和成像系统的衍射现象。能够计算成像系统的分辨率。 

 

  



三、课程教学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内容 H/L 

1. 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

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

识用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1.3 掌握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技术知识，能

够综合运用专业知识和技术，解决测控领域

的复杂工程问题。 

0.2 
教学目标 1、2、

3、4 

2. 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

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

原理，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

研究分析测控领域的复杂工

程问题并获得有效结论。 

2.2 能够应用数学知识和自然科学、工程科

学的基本理论，对复杂工程问题进行准确描

述，建立数学模型并求解分析。 

0.1 
教学目标 7、8、

9 

3.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

设计针对测控领域复杂工程

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

定需求的测控系统，并能够在

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考

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

文化及环境等因素。 

3.1 能够根据用户的特定需求，清晰描述测

控系统的设计任务，识别任务面临的各项制

约条件，完成系统综合性设计。 

L 
教学目标 2、4、

5、6、9 

 

四、理论教学内容与要求 

知识

模块 
知识点 教学要求 

计划

学时 

支撑教

学目标 

1 几

何光

学基

本定

律与

成像

概念

（3学

时） 

(1)几何光学的基本定律与

成像概念 

①知道几何光学的基本定律； 

②知道费马原理、马吕斯定律。 
0.5 

教学目

标1 

(2)成像的基本概念与完善

成像条件 

①知道完善成像条件； 

②知道物、像的虚实。 
0.5 

(3)光路计算与近轴光学系

统 

①能够计算光线经过单个折射面的光路； 

②能够对近轴光线进行光路的计算。 
1 

(4)球面光学成像系统 

①能够计算单个折射球面的垂轴放大率、轴向

放大率和角放大率； 

②能够计算单个反射球面的垂轴放大率、轴向

放大率和角放大率。 

1 

2 理

想光

学系

统（6

学时） 

(1)理想光学系统与共线成

像理论 

①知道共轴理想光学系统的成像性质。 
0.5 

教学目

标2 

(2)理想光学系统的基点与

基面 

①知道焦点和焦平面的含义； 

②知道主点和主平面的含义。 
0.5 

(3)理想光学系统的物像关

系 

①能够利用图解法求像； 

②能够利用解析法求像。 
2 

(4)理想光学系统的放大率 

①能够计算理想光学系统的轴向放大率； 

②能够计算理想光学系统的角放大率； 

③知道光学系统的节点的有关性质。 

1 



(5)理想光学系统的组合 

①知道两个光组的组合焦距公式； 

②能够计算远摄型光组和反远距型光组的焦

距。 

1 

(6)透镜 ①能够计算透镜的焦距、焦点位置和主面位置。 1 

3 平

面与

平面

系统

（4

学时） 

(1)平面镜成像 

①知道平面镜的成像原理； 

②知道平面镜的旋转特性； 

③知道双平面镜的成像特性。 

1 

教学目

标3 

(2)平行平板 
①知道平行平板的成像特性； 

②知道平行平板近轴区内的轴向位移公式。 
1 

(3)反射棱镜 
①知道反射棱镜的类型； 

②能够判断棱镜系统的成像方向。 
1 

(4)折射棱镜与光楔 
①能够计算折射棱镜的偏向角； 

②知道棱镜的色散特性。 
1 

4 光

学系

统中

的光

阑与

光束

限制

（5 

学

时） 

(1)光阑及照相系统中的光

阑 

①知道孔径光阑的定义与作用； 

②知道入射光瞳和出射光瞳的定义； 

③知道视场光阑的定义与作用； 

④知道光阑在照相系统中的作用。 

2 

教学目

标4 

(2)望远镜系统中成像光束

的选择 

①知道望远系统的光路结构和光阑对光束的限

制。 
1 

(3)显微镜系统中的光束限

制与分析 

①知道显微镜系统的光路结构； 

②知道远心光路的含义； 

③知道场镜的作用。 

1 

(4)光学系统的景深 
①能够计算光学系统的景深。 

1 

5 像

差理

论（3

学

时） 

(1)概述 
①知道像差计算的谱线选择依据； 

②知道子午面内的光线光路的计算方法。 
1 

教学目

标5 
(2)几何像差 

①知道球差、正弦差、慧差、场曲、像散、畸

变和色差的定义； 

②知道消除像差的原则。 
2 

6 典

型光

学系

统（3

学

时） 

(1)眼睛及其光学系统 
①知道正常眼、近视眼和远视眼的定义和特征； 

②知道眼睛的分辨率计算公式； 
0.5 

教学目

标6 

(2)放大镜 ①能够计算放大镜的视觉放大率。 0.5 

(3)显微镜系统 

①能够计算显微镜系统的视觉放大率； 

②能够计算显微镜的线视场； 

②能够计算显微镜的出瞳直径。 

1 

(4)望远镜系统 ①能够计算望远系统的分辨率及工作放大率。 1 

7 光

的电

磁理

论（4

(1)光的电磁波性质 
①知道麦克斯韦方程组的表达式； 

②知道平面电磁波的性质。 
1 

教学目

标7 
(2)光在电介质界面上的反

射和折射 

①知道光在两电介质分界面上的反射定律和折

射定律。 
1 

(3)光的吸收、色散和散射 ①知道光的吸收定律； 1 



学

时） 

②知道正常色散和反常色散的含义； 

③知道瑞利散射的含义。 

(4)光波的叠加 
①知道波的叠加原理； 

②能够描述光波叠加后形成的物理现象。 
1 

8 光

的干

涉（2

学

时） 

(1)光波干涉的条件 ①知道光波产生干涉的条件。 0.5 

教学目

标8 

(2)杨氏干涉实验 ①能够描述杨氏干涉的实验装置。 0.5 

(3)干涉条纹的可见度 
①知道干涉条纹可见度的定义； 

②知道影响条纹可见度的因素。 
0.5 

(4)平板的双光束干涉和多

光束干涉 

①能够描述迈克耳逊干涉仪的结构与工作原

理。 

②能够描述法布里-珀罗干涉仪的结构与工作原

理。 

0.5 

9 光

的衍

射（2

学

时） 

(1)典型孔径的夫琅和费衍

射 
①能够计算单缝的夫琅和费衍射的强度分布。 1 

教学目

标9 (2)光学成像系统的衍射和

分辨本领 

①知道成像系统的衍射现象； 

②能够计算成像系统的分辨率。 
1 

 

五、考核要求及考核方式 

1. 考核要求 

（1）课程考核应能够切实考核是否达成各项课程目标； 

（2）考核内容至少覆盖本课程知识点的60%； 

（3）同一学期试卷中（A、B）试题重复率不超过20%，近三个学年内的试卷试题

重复率不超过20%； 

（4）考核难度：基本难度题目约60%，中等难度题目约30%，高等难度题目约10%。 

2. 考核方式 

考核环节 权重（%） 备注 

期末考试 80 闭卷考试 

平时考核 20 作业、出勤、课堂小测验 

 

 执笔者： 张太宁 审核人： 徐涛 修订日期： 2016年 6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