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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55/2021_2022_2011_E5_B9_

B4_E4_B8_B4_c22_655761.htm 当光线由空气进入另一媒质构

成的单球面折光体时，它进入物质的折射情况决定于该物质

与空气界面的曲率半径R和该物质的折光指数n2；若空气的折

光指数为n1，则关系式为 n2R/（n2－n1）＝F2 （1） F2称为

后主焦距或第2焦距（空气侧的焦距为前主焦距或第一焦距）

，指由折射面到后主焦点的距离，可以表示这一折光的折光

能力。表示折光体的折光能力还可用另一种方法，即把主焦

距以m（米）作单位来表示，再取该数值的倒数，后者就称

为该折光体的焦度（diopter）；如某一透镜的主焦距为10cm

，这相当于0，1m，则该透镜的折光能力为10焦度（10D）。

通常规定凸透镜的焦度为正值，凹透镜的焦度为负值理。 主

焦距是一个折光体最重要的光学参数，由此可算出位于任何

位置的物体所形成的折射像的位置。以薄透镜为例，如果物

距α是已知的，像距b可由下式算出： 1/a＋1/b＝1/F2 （2） 

由式（2）可以看出，当物距a趋于无限大时，1/a趋近于零，

于是1/b接近于1/F2，亦即像距b差不多和F2相等；这就是说，

当物体距一个凸透镜无限远时，它成像的位置将在后主焦点

的位置。同样不难看出，凡物距小于无限大的物体，它的像

距b恒大于F2，即它们将成像在比主焦点更远的地方。以上两

点结论，对于理解眼的折光成像能力十分重要。 另外，根据

光学原理，主焦点的位置是平行光线经过折射后聚焦成一点

的位置，这一结论与上面提到的第一点结论相一致。每一物

体的表面，都可认为是由无数的发光点或反光点组成，而由



每一个点发出的光线都是辐散形的；只有这些点和相应的折

射面的距离趋于无限大时，由这些点到达折射面的光线才能

接近于平行，于是它们经折射后在主焦点所在的面上聚成一

点，整个物质就达个面上形成物像。当然，无限过的概念本

身决定了它是一个不可能到达的位置，实际上对人眼和一般

光学系统来说，来自6m以外物体的各光点的光线，都可以认

为是近于平行的，因而可能在主焦点所在的面上形成物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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