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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 是人射 端面的 光的折射 角且 即叭 >叭 又由图1 和(l)式 (3)式可 得叭随 着人nosina 射角 a增大而 增大叭 随着人射 角a的增 大而减小 由ao, crsin 不又行 示蕊 商不蕊 (” 茹 觅彗顽 漏石 而蓦若 试公获二 赢屈 赫

由 (1)式 (5)式可 得光线 1中光 出射棱镜 的折射 光光 束始终为 发散光束 且发散角 为角 职为 甲= lm[甲 (a)〕一 mi[甲 (刀)〕l (10)

r 「 f 12 1光光 束发散 角随入射 角变化 曲线设 空气甲 i{i }S i!生 “ “ “~” “ 人 曰构认 上L 、 隙中 光光束 的发散角 为A人 射光束 发散角为 A(̀̀ 一̀( 右̀一) ))]} 6̀, 则有 二̀̀ 因而可得 光光束 的角放大 倍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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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常用 Wollas ton棱镜结 构角S =3743 为例取 12 2光光 束发散 角随波长 的变化 既然 光发A 633m 时对应 的冰洲石 晶体的 主折射 率= 散角 与Wollas ton棱镜 中光和 光波折 射率有 关由

1 48515 165 567〔口由 (11)式 可得出出 射光 于色 散的关系 因此波 长的变化 必然会 对光光 束发光 束的角放 大倍数 M随人射 光束的 发散角变 化的关 散角 产生影响 取Woll aston棱 镜结构 角S37 .43系 曲线如 图2所示 由图中 曲线可 以看出 光光束 令人 射光束的 发散角为 下=6o 此时 光发散角 随波

的 角放大倍 数M随 入射光束 发散角 的增大而 减小且 长的 变化曲线 如图3所 示由 图中曲线 可见对 于一角 放大倍数 始终小 于1这说 明Woll aston棱镜 具有减 定的 结构角S 和一定发 散角下 的单色人 射光束 光

小 出射光 发散角 的作用 发散 角甲随 波长的增 加而增大 但是 增大的幅 度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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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e 光光束特性分析

2
.

l e 光的分束角与入射角的关系

用分析
。
光类似的方法可 以得出与图 1 中光线 1

和光线 2 对应的
e
光折射角为

:

甲
。 , = a r e s i n

{
n e s i n 「a r e s i n

(
n 。

/ n e x

s i n
( s 一 a r e s i n

(
S i n 。 / n 。

) ) )
一 S ] } ( 12 )

甲
e Z = a r e s i n

}
n e s i n

[
a r e s i n

(
n 。

/ n 。 x

s i n
( s + a r e s i n

(
5 11
妇 / n 。

) ) )
一 s ] } ( 1 3 )

由此可得发散光束两边缘光线经过 Woll as t on 棱镜以

后
e
光间的夹角 (即出射

e
光的发散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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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e 光光束特性理论分析

用分析
。
光光束的方法对

e
光光束特性分析可

得
:
随人射角的增大

,

叭
2 > 甲

e ,

始终成立
,

即出射的
e
光

光 束 始 终 为 发 散 光 束
,

且 发 散 角 为 甲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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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 光光束发散角随入射角的变化
e
光光束的

角放大倍数可以表示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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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4 o o n m 一 7 0 0 n m 波长 范 围内 甲
。

仅增 加 了约

0
、

0 1
“ ,

由此可见波长 的变化对
。
光发散角基本没有

影响
。

1
.

2
.

3 。
光光束发散角随结构角的变化 令人射光

束的发散角为 y = 6
“ ,

取 A 二 633
n m 对应冰洲 石 晶

体的主折射率
n 。 = 1

.

4 8 5 1 5
, n 。 = 1

.

6 5 5 6 7
,

则
。
光

的发散角随结构角的变化曲线如图 4 所示
。

由图

中曲线可见
:
对于一定发散角的单色光束

,

中
。

随棱

镜结构角的增加而减小
。

鉴 于 切
。

< 下 始终成立
,

则

可以说无论结构角如何变化
,

棱镜都有缩小
。
光发

散角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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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常用 W oll as t on 棱镜结构角 S 二
37

.

43
“

为例
,

取

^ 二
63 3 n m 对应 的冰洲石 晶体 的 主折射率

n e =

1
.

4 8 5 15
, n 。 = 1

.

6 5 5 6 7
,

由 ( 15 )式可得出出射
e
光光束

的角放大倍数 M 随人射光束的发散角变化的关系曲

线
,

如图 5 所示
。

由图中曲线可以看出
: e
光光束的角

放大倍数 M 随人射光束发散角的增大而增大
,

且角放

大倍数始终大于 1
,

这说明 Woll as ton 棱镜具有增大出

射
e
光发散角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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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e 光束发散角随波长的变化 取 Woll as t on 棱

镜结构角 S = 3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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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射光束的发散角为 下 = 6
。 ,

则
e
光发散角随波长的变化曲线如图 6 所示

。

由图中

( 15 )

曲线可见
,

对于一定的结构角 S 和一定发散角 7 的单

色人射光束
, e
光发散角 沪

。

随波长 的增加而减小
,

但

是减小的幅度很小
,

在 4 0 On m 一 7 o o n m 波长范围内 叭

减小了约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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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可见波长的变化对
e
光发散角

的影响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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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 光光束发散角随结构 角的变化 令人射光

束的发散角为 下 二 6
“ ,

取 人 二 6 3 3 n m 对应冰洲石晶体的

主折射率
n 。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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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e
光的发散角

随结构角的变化曲线如图 7 所示
。

由图中曲线可见
:

对于一定发散角的单色光束
,

沪
e

随棱镜结构角的增加

而减小
。

鉴于 沪
。

> 下始终成立
,

则说明无论结构角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