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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
反光镜 M1

   氦氖激光器  

  可移动
反光镜 M2

扩束镜

观察毛玻璃屏



点光源S，分光镜G1右表面
镀有半透半反膜，使入射光
分成强度相等的两束。

全反射镜M1和M2：M2为固
定全反射镜，背部有三个粗
调螺丝，侧面和下面有两个
微调螺丝。M1为可动全反
射镜，背部有三个粗调螺
丝。 

    

 迈克尔逊干涉仪结构原理

观察区E，如E处的两束光满足相干条件，可发生干涉现象。 

G2为补偿板，与G1为相同材料相同的厚度，且平行安装。



    两相干光束在空间完全分开，并可用移动反射镜的方法改变
两光束的光程差。若中心处为明条纹，则

       若改变反射镜的位置，使中心仍为明条纹，则

      本仪器中，由于使用杠杆放大装置，螺旋测微计测出读数∆d是
干涉仪中 M2 移动距离的20倍，并数出相应的“吞吐”环数N，就
可求出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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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在本实验中为250

Δd，为250级条纹改变的螺
旋测微计读数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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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屏

螺旋测微计调
节测量M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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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放大杠杆



A、调节迈克耳逊干涉仪

打开激光器电源，调节激光器高低及位置，使激光束沿垂直定镜
方向照射分束板；

取下观察屏，水平放置在仪器台面上；

降低视线高度，从观察屏水平向前观察经扩束镜扩束后的激光光
束；

分别调节M1、M2反光镜背后的垂直调节旋钮和水平调节旋钮，使
两光路反射的主光束（视野中，两组像点中最明亮的）两个光点
初步重合；

进一步仔细微调这四个旋钮，直到视野中出现闪烁现象；

将观察屏放回原处，这时屏上就会呈现同心圆环状的非定域等倾
干涉现象；若只看到一大片红色光斑，无干涉条纹 ，则重复以上
[2，3，4，5]步骤。

一边观察屏上的干涉图样，一边慢慢微调M2的调节旋钮，将干涉
圆环的中央移至观察屏的十字中心；



B。测量前的准备

预设动镜M2初始位置：使其在10mm附近；

顺时针方向转动螺旋测微计，观察屏上干涉图样的变化，

连续旋转使螺旋测微计传动螺纹之间充分咬合联动；



C、实验测量过程



注意：求变量的增量过程中，我们采用250 级条纹变化，利用逐差法处理上
述实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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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d，为250级条纹改变的螺旋
测微计读数的平均值

λ测 =λ±Δλ= _____   ± _____ (nm)

λ理论= 623.8 nm      

估算   E = [ (λ测 -λ理论) / λ理论]×100% = _______ %

                                                         



未经扩束镜扩束的激光不能直射入眼；

迈克耳逊干涉仪是精密光学仪器，各光学表面必须保持清洁，严禁

用手触摸；

调整时必须仔细、认真、小心，严禁用力过度，损坏仪器：

为了避免引入螺纹传动机构的空程误差，应将手轮按顺时针方向转

几圈，直到螺纹充分咬合，干涉条纹开始均匀移动后，才可进入测

量过程；

测量过程中，为了避免回程误差，微调手轮必须单一方向转动，严

禁倒转；

实验报告要求内容完整，并在正规报告纸上书写；

实验完毕，将激光器的开关关掉（电源插头不需要拔），整理仪器，

一切复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