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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偏光镜是自行研制的新型稳态偏振干涉成像光谱仪中的核心部件，阐述了该 ,-.-/0 偏光镜的分光机理 1
基于电磁场边值条件，分析了入射面与 ,-.-/0 偏光镜左板主截面重合及垂直时，光透过 ,-.-/0 偏光镜各界面的反射

和折射，得出了各界面透射系数的表达式以及 ,-.-/0 偏光镜透射率的理论计算公式 1采用计算机模拟，给出了 ,-.-/0
偏光镜透射率随视场角和波长的变化曲线，并与研制的 ,-.-/0 偏光镜实验测试结果进行了分析比较，两者变化规律

相符 1 表明该 ,-.-/0 偏光镜具有大视场、高通量的显著特点，适宜作为静态干涉仪和稳态偏振干涉成像光谱仪的高

效横向剪切分束器 1 这为新型偏振干涉成像光谱技术的研究以及仪器研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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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资助的课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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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引 言

#& 世纪 (& 年代中期，国际上出现了偏振干涉

成像光谱技术 1 美国华盛顿大学于 !(() 年研制了

基于 JA::-C0A= 棱镜角剪切的数字阵列扫描干涉成

像光谱仪［!，#］1 它是一种静态的空间调制型干涉成

像光谱仪，其缺点一是含有由空间分辨率决定的狭

缝，从而对远距离目标和微弱信号的探测受到限制；

二是远场条纹为双曲线，不利于光谱复原 1 #&&& 年，

张淳民等［$—*］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基于双折射晶体

,-.-/0 偏光镜的稳态偏振干涉成像光谱仪和稳态大

视场偏振干涉成像光谱仪 1 该仪器无狭缝、无运动

部件，从而具有稳态、高通量、高探测灵敏度和高分

辨率等显著特点 1
由于光在各向异性晶体中的传播规律十分复

杂［(，!&］，目前，国际上有关 ,-.-/0 偏光镜的报道仅限

于 A 光和 < 光传播规律的研究、光程差和横向剪切

量的计算［!!，!#］以及单个 ,-.-/0 板的简单应用［!$］，而

有关 ,-.-/0 偏光镜透射率的计算尚未见报道 1
本文根据电磁场边值条件［!’］，按照光在晶体内

可能存在的本征模式［!+］，在简要论述自行研制的

,-.-/0 偏 光 镜 分 光 机 理 基 础 上，分 析 了 光 在 透 过

,-.-/0 偏光镜各界面时的反射和折射，得出了 ,-.-/0
偏光镜透射率的理论计算公式，并与研制的 ,-.-/0
偏光镜实验测试结果进行了分析比较，两者变化规

律相符 1

# I ,-.-/0 偏光镜的分光机理

,-.-/0 偏光镜的结构如图 ! 所示 1 它由两块厚

度均为 ! 的负单轴晶体（方解石）使用光学玻璃元件

胶粘剂（冷杉胶）粘接制成 1 左板主截面在纸平面

（"# 平面）内，光轴与 "，# 轴正向均成 ’+K角；右板

主截面垂直于左板主截面，光轴与 $，# 轴正向均成

’+K角 1 自然光经过前置光学系统射入起偏器 %!

后，变为沿 %! 偏振化方向振动的一束线偏振光，入

射到 ,-.-/0 偏光镜左板后分成寻常光（A 光）和非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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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光（! 光）两束线偏振光，" 光沿原入射方向传播，!
光偏折 # 进入右板时，原 " 光变为 ! 光，原 ! 光变为

" 光，出射光为振动方向互相垂直的平行于原入射

光传播方向有横向剪切量［$］的两束线偏振光 # 通过

检偏器 !% 后变成振动方向完全一致的两束线偏振

光，经成像镜后在探测器上相遇，形成干涉图样和目

标像 #

图 & ’()(*+ 偏光镜原理图

,-’()(*+ 偏光镜透射率的计算

当入射线偏振光的入射面与 ’()(*+ 偏光镜左板

主截面夹角不同时，其在 ’()(*+ 偏光镜中的传播情

况也不相同 # 本文分别就入射面与 ’()(*+ 偏光镜左

板主截面重合和垂直两种情况进行讨论 #

!"#" 线偏振光入射面与 $%&%’( 偏光镜左板主截面

重合时透射率的计算

当入射面与 ’()(*+ 偏光镜左板主截面重合时，

线偏振光在 ’()(*+ 偏光镜中的传播可以分为四个步

骤 #首先，从起偏器 !& 出射的线偏振光由空气入射

到 ’()(*+ 偏光镜左板（光轴方向为 "#& .（!%/%，0，

!%/%）），这束线偏振光将分成一束反射光和两束折

射光［&1］（" 光和 ! 光）# 两束折射光从左板分别射入

到胶粘剂中，由于胶粘剂是各向同性的，因此，对于

入射到其中的 " 光将产生一束反射 " 光和一束折射

光，而对于入射到其中的 ! 光将产生一束反射 ! 光

和另一束折射光 # 上述两束折射光分别由胶粘剂入

射到 ’()(*+ 偏光镜右板（光轴方向为 "#% .（0，!%/%，

!%/%）），产生一束反射光和两束折射光（即 "" 光、"!
光或 !" 光、!! 光）# 最后，"" 光、"! 光以及 !" 光、!!
光分别透过 ’()(*+ 偏光镜右板出射到空气中 #

, -&-&- 由空气入射到 ’()(*+ 偏光镜左板

&）光线在 ’()(*+ 偏光镜左板晶体内的传播

取图 & 所示的坐标系，设一束入射到 ’()(*+ 偏

光镜的偏振光 ! 的方向矢量为

"$ .（2 345!4，0，6"3!4），

则根据反射定律，反射光 ! * 的方向矢量为

"$ * .（2 345!4，0，2 6"3!4）#
折射 " 光波矢的方向矢量为

"% "& .（2 345""，0，6"3""）#
折射 ! 光波矢的方向矢量为

"% !& .（2 345"!，0，6"3"!）#
这里，!4 为入射角，"" 和"! 分别为 " 光和 ! 光的波

矢折射角 #
由拓广的 ’5!77 定律得到

&345!4 . &" 345"" . &8!（"&）345"!，

式中，& 为空气折射率，&"，&! 为 晶 体 主 折 射 率；

&8!（"&）是相应的 ! 光波矢折射率，&8!（"& ）. &" &!

9（&%
! 6"3%"& : &%

" 345%"&）2 &/%；"& 是 ! 光波矢与 ’()(*+

偏光镜左板光轴的夹角，6"3"& . "% !&·"#& !. %/%（6"3"!

2 345"!）#
%）入射光、反射光、折射 " 光和折射 ! 光的电矢

量沿界面分量的表达式

设入射光经起偏器 !& 后的电矢量为 "，由 !&

的偏振化方向可知，’( 方向电矢量的单位矢量 ")’(

.（!%/%，!%/%，0）#
经分析，

") .（ "$ 9 ")’(）9 "$ #
所以

" . )（& : 6"3%!4）
2&/%（6"3%!4，&，345!4 6"3!4）#

由于在晶体内产生了 " 光、! 光，故假设反射光

! * 有两个方向相互垂直的电矢量 " *;和 " *3，则反射

光 ! *的电矢量

" * .（2 ) *; 6"3!4，) *3，) *; 345!4）#
因为 " 光电矢量振动方向与 " 光主平面垂直，!

光电矢量振动方向与 ! 光主平面平行，所以折射 "
光电矢量

""& . )"&（0，&，0）#
折射 ! 光电矢量

"!& . )!&（6"3"!，0，345"!）#
,）对应磁矢量沿界面分量的表达式

根据电磁场矢量间的关系

"* .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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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偏光 ! 的磁矢量、反射光 ! ! 的磁矢量、折射 " 光

的磁矢量、折射 # 光的磁矢量分别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1）应用电磁场边值条件求折射 " 光、# 光的透

射系数［%2］

根据电磁场边值条件，各个电场、磁场分量 #"$，

#"%，#!$，#!% 分别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 & ’"()!*）
+%,) ’"(!*

& ! !（")
!. & ")

!(）
+%,) " !. $ !#% 0 （1）

将（%）—（1）式联立，并利用 ! $（ #,! $）"，且$ $

$/，可得到 " 光、# 光的透射系数 & "，& # 分别为

& " $
""%

" $
)’’"(!*（% & ’"()!*）

+%,)

’’"(!* & ’"’"(""
， （4）

& # $
"#%

" $
)’’"()!*（% & ’"()!*）

+%,)

’’"("# & ’5#（"%）’"(!*
0 （6）

相应的能量透射率

(" $
&)" ’"’"(""

’’"(!*
，

(# $
&)# ’5#（"%）’"("#

’’"(!*
0

3 7%7)7 从 89:9!; 偏光镜左板到胶粘剂的传播

设粘接左右两板的胶粘剂折射率为 ’5 ，光线出

射到胶粘剂时的折射角都是!5* ，其方向矢量均为

#) 9 $（+ (*-!5* ，/，’"(!5* ）0
类似于以上分析，对于 " 光、# 光分别得到入射

光、反射光和折射光的电矢量、磁矢量沿界面分量的

表达式，再应用电磁场边值条件得

& "9 $
""9

""%

$
)’"’"(""

’5 ’"(!5* & ’"’"(""
， （2）

& #9 $
"#9

"#%

$
’5#（"5% ）’"("# & ’5#（"%）’"( *#
’5 ’"( *# & ’5#（"5% ）’"(!5*

， （<）

式中，*# 是反射 # 光波矢与入射面法线（+ 轴）的夹

角，’5#（"5% ）是相应的 # 光波矢折射率 0
’5#（"5% ）$ ’" ’#（’)

# ’"()"5% & ’)
" (*-)"5% ）+%,)，

’"("5% $ #) !#· #,% $ +!),)（’"( *# & (*- *#）0
相应的能量透射率

("9 $
&)"9 ’5 ’"(!5*
’"’"(""

，

(#9 $
&)#9 ’5 ’"(!5*
’5#（"%）’"("#

0

3 7%737 由胶粘剂到 89:9!; 偏光镜右板的传播

当光线由胶粘剂传播到 89:9!; 偏光镜右板时，

其入射光、反射光、折射 "" 光、#" 光和折射 "# 光、##
光的方向矢量都分别对应相同 0 同理可得

& "" $
"""

""9

$ )-’5 ’"(!5*（% & (*-)"5" ）%,)

= (*-"5#［’5 ’"("5# & ’5*（")）’"(!*］， （>）

& "# $
""#

""9

$ )-’5 ’"(!5*（% & (*-)"5# ）%,)

=（’"’"(!5* & ’5 ’"(""）， （%/）

& #" $
"#"

"#9

$ + )-’5 ’"(!5*（% & (*-)""）
%,)

=［’5 ’"(!5* & ’5#（")）’"("5# ］， （%%）

& ## $
"##

"#9

$ )-’5 ’"(!5*（% & (*-)"5# ）%,)

= (*-""（’" ’"("" & ’5 ’"(!5* ）， （%)）

式中，"5# 是此时 # 光的波矢折射角，’5#（") ）是相应

的 # 光波矢折射率 0
’5#（")）$ ’" ’#（’)

# ’"()") & ’)
" (*-)")）+%,)，

’"(") $ #) "#· #,) $ !),)’"("5# ，

- $｛(*-"" (*-"5#（’" ’"("" & ’5 ’"(!5* ）

=［’5 ’"("5# & ’5#（")）’"(!5* ］

&（’"’"(!5* & ’5 ’"("" ）

=［’5 ’"(!5* & ’5#（")）’"("5# ］｝+%

相应的能量透射率

("" $
&)"" ’"’"(""

’5 ’"(!5*
，

("# $
&)"# ’5#（")）’"("5#

’5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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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由 ./0/12 偏光镜右板出射到空气

无论是折射 "" 光、"! 光，还是折射 !" 光、!! 光，

从 ./0/12 偏光镜右板出射到空气时，都将分别产生

两束反射光（反射 """ 光、"!" 光、反射 ""! 光、"!! 光

或反射 !"" 光、!!" 光、反射 !"! 光、!!! 光）和一束折

射光（出射 "" 光、"! 光或出射 !! 光、!" 光）［,3］)
出射 "" 光、"! 光和 !" 光、!! 光的波矢方向相

同，为 $%’ # $% #（ 4 &(5"(，6，%"&"(）)
注意到出射 !! 光、"! 光电矢量的方向矢量

$&’"! #（ $%’ 7 $’$）7 $%’ ，

出射 "" 光、!" 光电矢量的方向矢量

$&’!" # $%’ 7 $’$，

应用电磁场边值条件，得此界面上出射 "! 光的透射

系数

"’"! #
&’"!
&"!

#
$%"&!’!（, 8 &(5$"(）

,9$（, 8 &(5$!’! ）4,9$［#’!（!$）( 8 $’］

#(（)%"&!’! 8 %"&"(）8 $’（)%"&"( 8 %"&!’! ）
，

（,*）
式中

( # %"&!" 8 &(5!" &(5!’! %"&!’! ，

’ #
#"

$（%"&!’! 8 &(5!’! &(5!"%"&!"），

) #
#" #"

# #$
" 4 ,

$（#$
" 4 #$

!）%"&$!’( )!

4,9$

)

此界面上出射 !! 光的透射系数

"’!! # "’"! )
出射 !" 光的透射系数

"’!" #
&’!"
&!"

#
$#"%"&!"（&(5$!" &(5$!’! 4 ,）（, 8 &(5$

"(）
,9$（, 8 &(5$!"）

4,9$

#&(5"( &(5$!’! &(5（"( 8!"）8 ,
$ &(5$!’!（#" &(5"( 4 #&(5!"）4（#" %"&"( 8 #%"&!"）

) （,-）

此界面上出射 "" 光的透射系数

"’"" # "’!" )
相应的能量透射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出射 "! 光和 !" 光的总体透射率

一束线偏振光经过 ./0/12 偏光镜后，将分成四束

与入射光线方向平行的线偏振光："" 光、"! 光和 !!
光、!" 光 ) 经计算，这四束光透过 ./0/12 偏光镜的光强

和能量透射率在数值上相同，此时统称为透射率 )

"" 光的透射率为

!""2 # !" !"/ !"" !’""

#
, 8 &(5$

"(

, 8 %"&$"(

,3*##’#$
6 %"&"( %"&"’( %"&

$!" &(5!’!
（#%"&"( 8 #"%"&!"）（#"%"&!" 8 #’ %"&"’(
{ }）

$

7
（, 4 &(5$!" &(5$!’! ）［#’ %"&!’! 8 #’!（!$）%"&"’( ］

#&(5"( &(5$!’! &(5（"( 8!"）8 &(5!’! %"&!’!（#" &(5"( 4 #&(5!"）4（#" %"&"( 8 #%"&!"
{ }）

$

) （,:）

"! 光的透射率为

!"!2 # !" !"/ !"! !’"!

#
, 8 &(5$

"(

, 8 %"&$"(

,3*##’#"%"&"( %"&"’( %"&!"%"&!’!
#(（)%"&!’! 8 %"&"(）8 $’（)%"&"( 8 %"&!’!{ }）

$

7
（#’ %"&!" 8 #"%"&"’( ）［#’!（!$）( 8 $’］

（#%"&"( 8 #"%"&!"）（#"%"&!" 8 #’ %"&"’(
{ }）

$

) （,3）

!! 光的透射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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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1）

!- 光的透射率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 ()*+"%! ()*（!) ’"-）’ ()*"%! ,-("%!（#- ()*!) 2 #()*"-）2（#- ,-(!) ’ #,-("-
{ }）

+

0 （&.）

!"#" 线偏振光入射面与 $%&%’( 偏光镜左板主截面

垂直时透射率的计算

当入射面与 3$4$5" 偏光镜左板主截面垂直时，

线偏振光在 3$4$5" 偏光镜中传播的反射、折射情况

和入射面与 3$4$5" 偏光镜左板主截面重合时基本相

似，也可以分为四个步骤 0 不同的是，从 3$4$5" 偏光

镜左板出射的两束折射光射入到胶粘剂中时，将各

自产生两束反射光（反射 - 光、反射 ! 光）和一束折

射光 0
采用与上述类似的分析方法，可得 -- 光、-! 光、

!! 光和 !- 光的透射率 0

-- 光的透射率为

!--" #
&6##%#+

- ,-(!) ()*!%) ,-(!%) ,-(
+"-

（& ’ ,-(+!)）
&7+（"%%% ()*"- ()*"%! ’ &%’%）（(& )& 2 (+ )+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

+

0 （&8）

-! 光的透射率为

!-!" #
.##%#-,-(!) ,-(!%) ,-("-（#%!（"%& ）,-("! ’ #%!（"&）,-( $!）

（& ’ ,-(+!)）
&7+（"%%% ()*"- ()*"%! ’ &%’%）（(& )& 2 (+ )+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 #%!（"&）,-(!)
[ ]）

+

0 （+9）

!! 光的透射率为

!!!" #
. *##%#-,-(!) ()*!%) ,-(!%) ()*"%! ,-("%!

（& ’ ,-(+!)）
&7+（"%%% ()*"- ()*"%! ’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 ’ #%!（"&）,-(!)
[ ]）

+

0 （+&）

!- 光的透射率为

!!-" #
&6 *##%#+

- ,-(!) ,-(!%) ,-("- ()*"%! ,-("%!
（& ’ ,-(+!)）

&7+（"%%% ()*"- ()*"%! ’ &%’%）（)& *()*!%) ’ (+ )+ ()*"%![ ]）

+

/
%% ()*"-,-(!) 2 &%

（#% ,-(!%) ’ #-,-("-）（#,-(!) ’ #-,-("-
[ ]）

+

0 （++）

这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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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1023 偏光镜透射率的变化规律

考虑入射光波长为 4-5 67，两块 /01023 板用冷

杉胶粘接的情况，透射率是视场角的函数 ,计算机模

拟 ## 光和 ’’ 光透射率随视场角的变化关系如图 !
所示 , 从图 ! 可以看出，## 光和 ’’ 光的透射率都非

常小，其数值在 )8( 9 甚至 )8( - 量级 ,由于 ## 光和 #’
光的能量非常低，通常不予考虑，认为只有 #’ 光和

’# 光透射 ,

图 ! 入射面与 /01023 偏光镜左板主截面重合及垂直时 %##3 和

%’’3随"* 的变化曲线 （0）重合，（:）垂直

/01023 偏光镜对入射线偏振光的透射率 % " %#’3

+ %’#3，图 9 是 /01023 偏光镜透射率随视场角和波长

变化的三维图 , 由图 9 可知，在 9;视场角时，对于波

图 9 入射面与 /01023 偏光镜左板主截面重合及垂直时 /01023 偏

光镜透射率随视场角和波长变化的三维图 （0）重合，（:）垂直

长在 488—)888 67 范围内的入射光，当入射面与

/01023 偏光镜左板主截面重合时，/01023 偏光镜理论

透射率在 <).!=—<!.8=之间平稳变化；当入射面

与 /01023 偏 光 镜 左 板 主 截 面 垂 直 时，透 射 率 在

>5.-=—>>.5= 之 间 平 稳 变 化 , 图 - 是 用 岛 津

?@!48) 型分光光度计测得的 /01023 偏光镜在 9;视

场角时透射率随波长的变化曲线 ,由图 - 可见，对于

波长在 488—)888 67 谱段范围的入射光，/01023 偏

光镜的透射率在 >8=左右 , 在 ?@A!48) 型分光光度

计中，照射在 /01023 偏光镜的是具有一定立体角的、

包含沿着各个方向振动的电矢量的光束，所以实际

测量 的 /01023 偏 光 镜 的 透 射 率 应 该 是 入 射 面 与

/01023 偏光镜左板主截面的夹角在 8;—958;范围内

透射率的平均值，也可以认为是入射面与 /01023 偏

光镜左板主截面重合和垂直两种情况下的透射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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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的测试曲线

图 # 入射面与 $%&%’( 偏光镜左板主截面重合及垂直时 ! 随 ")
的变化曲线 （%）重合，（*）垂直

平均值 + 因而，在 ,-的立体角内，$%&%’( 偏光镜的理

论透射率是入射面与 $%&%’( 偏光镜左板主截面重合

和垂直两种情况下的透射率的平均值 + 由以上计算

可知，$%&%’( 偏光镜的理论透射率大约是 ./0 + 综合

比较图 , 和图 !，$%&%’( 偏光镜透射率随波长的变化

规律，理论与实验基本相符 +
在 $%&%’( 偏光镜中，不同的胶粘剂对应有不同

的折射率 ") + 当视场角为 ,-、入射光波长为 #!1 23
时，计算机模拟得到 $%&%’( 偏光镜透射率随 ") 变化

的关系曲线如图 # 所示 +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离散角（波矢方向与光线方

向的夹角）引起的误差很小［45］，所以本文未考虑离

散角的影响 +

# 6 结 论

4）分析了自行研制的新型稳态偏振干涉成像

光谱仪中的核心部件———$%&%’( 偏光镜的分光机

理 +采用电磁场边值条件，给出了入射面与 $%&%’( 偏

光镜左板主截面重合和垂直两种情况下的 $%&%’( 偏

光镜透射率的理论计算公式 +
7）理论证明，$%&%’( 偏光镜的透射率是视场角

和波长的函数，在视场角"8!,-时，透射率随着视场

角、波长的增大而增大 +
,）在 可 见 光 至 红 外 谱 段 范 围 内（!//—4///

23），理论计算和实验都证明 $%&%’( 偏光镜透射率大

于 ./0，充分显示了 $%&%’( 偏光镜具有高通量、大视

场的显著特点 +
!）在入射光线视场角和波长确定时，$%&%’( 偏

光镜透射率是胶粘剂折射率 ") 的函数 + 胶粘剂的折

射率越高（") 越大），透射率越高 + 因此，选择折射率

较高的光学胶粘剂可得到较高的透射率 +
#）求解由电磁场边值条件确定的方程组，不但

可以得到各界面的透射系数，还能得到其反射系数，

从而 可 精 确 计 算 光 线 通 过 $%&%’( 偏 光 镜 的 能 量

损失 +
1）该 $%&%’( 偏光镜具有大视场、高通量的显著

特点，适宜作为静态干涉仪和稳态偏振干涉成像光

谱仪的高效横向剪切分束器 + 本文的研究工作为新

型偏振干涉成像光谱技术的研究以及仪器研制提供

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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