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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 bot效应的简单解释 

袁 霞，李 旺，廖培浪 
(深圳大学，广东 深圳 518060) 

摘 要：从双缝干涉的简单理论出发，将光栅分解为许多组双缝，利用人们熟知的干涉条纹间距公 

式导出TalbOt成像位置，结论与Talbot效应公式一致。并由实验证实，在 (2m一1) (m为正整数)的 

位置得到的为横向平移d／2的周期像，并非原周期性物的负反差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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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验教学中引入一个研究型实验项 目口]， 

将 Talbot效应这个信息光学的验证实验“改装” 

为理工科二年级学生的探索研究性实验。在实践 

中发现，学生通过测量数据、总结实验规律，开始 

查阅资料寻找答案的时候，因为不具备现代光学 

的基本观念和理论，对实验现象还是很困惑，使实 

验效果受到影响。 

本文从双缝干涉的简单理论_2]出发，避免了 

深奥的菲涅尔衍射理论、角谱理论和繁冗的公式、 

复杂的运算[3。]，定性解释了 Talbot效应，导出的 

结论与由经典理论得到的 Talbot公式一致，并易 

于低年级理工科大学生和只具有普通物理光学知 

识的人接受。 

1 Talbot效应 

1836年，泰伯(Talbot)发现，用单色平行光 

垂直照射周期为 d的光栅时，在光栅后距离为 
』2 

2m 的位置上出现该光栅的清晰像， 为正整 
^ 

数。这种不用透镜即可对周期性物体成像的现象 
』2 

称为Talbot效应或自成像。此外，在(2m一1) 的 
^ 

位置上，m为正整数，出现沿横向平移d／2的光栅 

像，周期仍为d．Talbot效应可用图1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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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Talbot效应 

2 用双缝干涉理论解释Talbot效应 

将周期为d的光栅看作一个狭缝屏，有许多 

条狭缝 s 、S 、S。、S ⋯⋯，其中相邻两缝的间距 

为d。如图2所示。 

光栅 观察屏 

图2 用双缝干涉理论解释 Talbot效应 

为了推导方便，考虑任意一组双缝(暂不考虑 

其他狭缝)。按照干涉理论嘲，这组双缝将在距离 

Z处的观察屏上形成明暗相间的直线形干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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