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偏振光的定量研究 

 
[教学重点] 
用激光器替代钠光源、格兰棱镜取代偏振片、步进电机自动旋转检偏器、光电接收器取代眼

睛自动记录光强，并利用计算机自动控制，可以实现对偏振光的定量测量和研究。了解偏振

光通过检偏器后透射光强的变化规律，学习椭圆偏振光定量检测及数据处理的原理和方法，

并且训练光学平台上共轴调节的基本技能。 
[教学内容] 
一、需要介绍的实验原理 
1．线偏振光的透射光强： pI θ− 类似 小值为零的两个周期余弦曲线； 

2．自然光的透射光强： pI θ− 为一条直线； 

3． 部分偏振光的透射光强： pI θ− 形式上是自然光与线偏振光之和； 

4． 椭圆偏振光的透射光强： pI θ− 形式上与部分偏振光相同； 

5． 椭圆偏振光的数据处理 
（1）透射光强的几何意义； 
（2）切线处理的基本概念； 
6． / 4λ 波片的摆正； 
7．α 角的意义： 
（1）理论α 角：指的是 / 4λ 波片被摆正后，再旋转的角度； 
（2）实测α 角：由检偏器出射光强的 小值与 大值之比来确定 tan m MI Iα = ； 

二、装置介绍 
1． 单光束工作方式及双光束工作方式； 
2． 光学平台、磁性底座及多维调节架； 
3． 激光器：半导体泵浦 YAG 激光器， 532nmλ = （绿光）； 
4． 格兰棱镜：由两块冰洲石（方解石）直角棱镜组成，两斜面间为空气隙，光轴平行端面。

利用全反射去除 o 光，保留 e 光。格兰棱镜既可以作为起偏器，也可以用作检偏起； 
5． 硅伏探测器：峰值波长550 20nm± 、光敏区

22.2 2.4mm× 、毛玻璃退偏器； 
6． 凸透镜：扩束； 
7． 灰色玻璃：降低光强； 
8． 电控箱：步进电机 I、II、III，光电接收器输入 I、II； 
9． 计算机：数据采集和数据处理两个界面，以及相应的操作； 
10 打印机； 
[教学难点] 
一、光学平台上的共轴调节（五维调节架） 
1． 如何调节激光器光束与光学平台平行？ 
2． 凸透镜共轴调节的要点是什么？如何判断？ 
3． 格兰棱镜的共轴调节分为几个步骤？每个步骤的调节要点是什么？ 
4． 如何进行 / 4λ 波片的共轴调节？ 
二、对基本概念与测量曲线之间关系的理解 
1． 单个格兰棱镜曲线反映的是谁的偏振特性？ 
2． 实验中为什么需要两个格兰棱镜？根据第一个格兰棱镜的曲线如何确定它的起偏角（即

起偏角选取原则是什么）？  
3． 双格兰棱镜曲线检测的是什么偏振光？应如何使两个格兰棱镜正交？ 
4． / 4λ 波片特性曲线的特点是什么？根据曲线如何摆正 / 4λ 波片？ 
 
 



[教学要求] 
一、共轴调节： 
1． 粗调要求：根据单光束工作方式光路图应保证各个光学器件的光心在同一高度，且左右

共轴； 
2． 细调要求： 
（1）熟悉五维调节架的基本结构和正确的使用方法； 
（2）了解每个光学器件共轴调节的基本方法和步骤； 
（3）根据光路逐一加入并逐一调节每个光学器件，注意各个器件先后调节的顺序，防止搞

乱光路的调节次序，延长共轴调节的时间； 
（4）根据每条光强-角度曲线的对称性及光滑程度进行动态调节； 
二、数据要求： 
1． 15°、30°、60°、75°四个角度的椭圆及光强曲线的空间取向正确，且较为光滑对称（在

椭圆偏振光数据处理软件界面中）； 
2．理论α 角与实测α 角之间的差别应在 3°之内，比较好的应在 1°之内，学会分析可能产

生的误差来源； 
注意事项 
1. 注意选准被“检索”对象的步进电机； 

2．每次“启动”或“检索”的步进电机只能是一个，只要选定一个，则必须放弃另一个； 
3． / 4λ 波片和检偏器两个步进电机 容易搞混。例如：测量 15°椭圆时， / 4λ 波片被“检

索”旋转 15°后，应当放弃 / 4λ 波片“启动”检偏器，然而却“启动”了 / 4λ 波片，

从而破坏了波片的摆正位； 
4．为了不破坏 PA 正交状态，检偏器一旦“启动”就要转完 360°，不要中途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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