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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波的干涉原理分析知道，只有两个波源是相干波源，即

它们的振动方向相同．振动频率相等，而且振动的步调关系

位相差保持恒定，它们发出的波在介质中叠加时，才能够产

生稳定的干涉现象．这就是波的干涉产生的条件．为了观察

到光的干涉现象，关键是如何获得两个相干光源．最初人们

用两个单独的光源不行，甚至用同一光源的两个发光部分也

不行，因为都无法使它们具有相同的光振动频率和恒定的相

差．1801年托马斯杨解决了这一关键问题．他的办法是把同

一点光源发出的一束光分成两束，以保证它们具有相同的频

率和恒定的相差．图22－5表示了这个实验的原理．用单色光

照射小孔S，使之成为一个单色点光源．它发出的球面光波的

同一个波面经过相等的距离同时到达相距很近的小孔S1和S2

，这样在双孔屏后就会有以S1，S2为两点光源发出的两列光

波互相叠加的区域．由于S1，S2总处在S所发光的同一波面上

，这就保证了这两小孔处的光振动不但频率相同、振动方向

相同，而且总是同相的，S1，S2就成了两个相干光源．结果

在后面的光屏M上观察到了明暗相间的干涉条纹(最初是用日

光照射，屏上得到的是彩色的干涉条纹)．后来用距离很近的

双缝代替小孔(双缝相当于一系列对应的双孔的组合)，得到

了更清晰的明暗条纹(相当于一系列同样的干涉条纹纵向的重

叠)．杨氏实验中获得相干光源的方法是把同一波面一分为二

的方法，叫做分波面法．分析光屏M上明暗相间干涉条纹的



光强分布规律可知，在S1，S2同相的前提下，S1S2的垂直平

分线即装置的轴线上各点两列相干光加强，轴线与屏M相交

的O点处出现与双缝平行的中央亮纹．在中央亮纹的两侧一

定的范围内，经推证和实验，为间隔相等的明暗条纹分布．

前 波长λ一定、且双缝的缝距d一定，则Δx∝l，即条纹间距

随M屏与双缝屏距离l的远近变化而有疏密的变化；若所用光

的波长λ一定，且两小(密)，随d的减小而变大(疏)；若所用

装置固定，即d，l值确定，则Δx∝λ，即红光的条纹间距较

大，紫光的条纹间距较小．当用白光作光源时，将在中央白

色亮纹的两边出现彩色条纹．用上述关系式还可测量光波的

波长．2．等厚薄膜干涉另一种获得相干光的方法是把同一光

源发出的光波由透明薄膜的两个表面反射或折射，将入射光

波的强度(振幅)分成两部分或几部分，再使它们叠加发生干

涉．显然，同一光波按这种方法所分成的两部分或几部分，

它们之间必然是相干的．对于楔形薄膜来说(可以是光密于周

围介质的，如肥皂液膜，也可以是光疏于周围介质的，如两

玻璃板间夹的空气膜)，若用单色光束从同一方向入射，由楔

形膜两个表面反射(或折射)形成的相干光，膜厚度不同处，

干涉的加强和减弱的情况不同；在膜厚度相等的连续位置上

，由于满足同样的加强或减弱的干涉条件，因此将有同一条

纹出现．而且随着膜厚度的递增或递减，干涉的加强和减弱

的情况将周期性地出现，因而在观察楔形膜时看到一系列明

暗相间的等厚干涉条纹．当楔形膜很薄、入射光的入射角不

大时，可以大体认为干涉条纹出现在薄膜表面上．至于楔形

膜厚度与干涉效果的具体关系，经理论推证可知，当入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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