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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之江，因在中国第一台红宝

石激光器研制中的贡献非常突出而

广为人知，然而他在中国应用光学

学科建立中的卓越贡献却鲜有人知

晓。实际上，中国第一本《光学设

计理论基础》是由他在实践基础上

编写的。关于王之江从事应用光学

的经历及所做出的科学贡献，目前

在舒美冬主编的《王之江科研生涯》

一书中有简要阐述[1]，学界仍对其

缺乏较为全面的了解，有必要参考

中国应用光学学科发展的历史背景

作进一步总结与分析。有鉴于此，

本文拟基于档案、王大珩等亲历者

的回顾等原始文献，结合王之江、

潘君骅等科学家的访谈，追溯王之

江的应用光学研究经历，总结王之

江在该领域的科学贡献，以补阙相

关研究之不足。

1 承担光学设计重任

1952年，刚从大连工学院应用

物理系毕业的王之江被分配到尚在

筹建中的中国科学院仪器馆(1957年

更名为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

械研究所)，被时任馆长的王大珩分

配去做光学设计工作。

光学设计，是应用光学的灵

魂[2]。“在(20世纪)50、60年代，普

遍的理解，应用光学其实就是光学

设计” [3]。应用光学诞生于 19 世

纪中叶，通常以德国数学家赛德尔

(L. Seidel)于 1856 年发表世界上第

一篇关于透镜成像的初级像差理论

的论文为标志。在此之前，光学仪

器的制造，是将磨制好的透镜进行

组合试验，从中找出成像质量较好

的光学系统，这种方式主要依靠经

验摸索，费时、费力，且很难制造

出令人满意的仪器。像差理论诞生

后，科学家开始运用光线追迹的方

法，即按照光的传播规律、用数学

方法计算光线通过光学系统后的成

像情况，并依据光线计算的结果来

确定光学系统各组成元件的结构参

数，从而为制造光学仪器提供理论

依据[4]。通过光线计算来确定光学

系统结构的过程，即光学设计。

在计算机实用化之前，光学设

计工作主要包含三个环节。其一，

光学系统的初步设计，根据仪器的

性能要求确定光学系统的组成和结

构；其二，光线计算，对初步设计

的光学系统，根据光线的折射、反

射定律对传播路径进行计算。在没

有计算机的时代，计算光线采用传

统的几何光学方法，利用对数表、

三角函数对数表，将乘除法转化为

加减法来进行计算，计算结果的精

度通常要求在小数点后保留 7 位有

效数字，计算量十分巨大，计算一

根光线通过一个面后的偏折角度通

常要花费至少 5分钟的时间，因此，

研究机构通常会配备多达几十名光

线计算员专门进行计算，即便如

此，完成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光学

系统的光线计算通常还会花上一个

月甚至几个月的时间，工作非常繁

重；其三，像差分析，判断光线计

算的结果是否达到初步设计的目

标。在实际过程中，光线计算的结

果与设计要求通常都存在误差，即

存在像差，为此，需要判断像差产

生的原因，并据此对初步设计进行

修改，然后根据修改后的光学系统

重新进行光线计算，再判断是否符

合设计的目标，如此反复，直到达

到设计目标。像差分析，是光学设

计中最为关键的工作，如果设计者

对像差的来源缺乏清晰的判断，就

无法提出正确的修改方案，只会让

光线计算员兜圈子，根本无法完成

设计任务。对此，天文仪器专家潘

君骅曾说过：“以前没有计算机的时

候，像差分析是非常重要的，像差

分析不好的话，要走很多冤枉

路”[5]。但是，像差理论建立在繁杂

的高等数学分析之上，且很多是近

似计算，很少有人能真正掌握其精

髓。理论的晦涩，加上光线计算工

作的繁重，能够胜任光学设计工作

的人员很少。

在王之江承担光学设计工作之

时，在中国科学院仪器馆内，龚祖

同、王大珩是能够承担光学设计工

作的。龚祖同、王大珩都是在

1930 年代被派遣到欧洲专门学习

应用光学理论的光学家，龚祖同曾

于 1937 年在德国柏林技术大学以

《光学系统的高级像差》作为博士论

文选题进行过应用光学的理论探

索[6]。王大珩在英国伦敦大学帝国

学院学习期间曾发表过《有球差存

在下的最佳焦点》的应用光学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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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7]。回国后，龚祖同还于 1939

年为兵工署 22厂设计出了中国第一

台军用双筒望远镜[8]。虽然他们都

具有扎实的光学设计理论基础，但

由于此时王大珩要承担仪器馆科研

活动的组织及日常管理事务、龚祖

同则专心于光学玻璃的熔炼研究，

均无精力再承担光学设计的繁重

工作，于是王大珩便将光学设计工

作分配给了当时刚刚大学毕业的王

之江。

对于光学设计这份工作，王之

江刚开始是不乐意接受的。他在自

传中曾坦言：“到仪器馆以来，开始

还是好的，以后曾因不愿做光学设

计工作而要到学校中去，情绪波动

很大。以后认识到这种工作在中国

没有基础，而且又是很需要的，就

安定下来”[9]。实际上，自 20 世纪

以来精密光学仪器在军事和前沿科

学探索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其制造技术一直被西方国家严

格保密，王大珩曾称之为“要害技

术”[10]。20世纪 50年代初，中国应

用光学尚处于起步阶段，基本谈

不上光学仪器的设计与制造，是国

家迫切需要发展的重要学科之一，

中国科学院仪器馆就是为满足国

家在军事和科学研究中精密仪器

的迫切需要而成立的。了解到当时

中国应用光学所处的困境后，王之

江坦然接受了光学设计的工作，并

下决心做好这项工作，坦言：“既然

是国家所需要，总也企图将它做到

最好”[11]。

在接受光学设计工作后，因此

前从未接触过应用光学，王之江一

边学习英国应用光学专家康拉迪(A.

E. Conrady) 的“Applied optics and

optical design”(《应用光学和光学

设计》，王大珩留学英国时的教

材)[12]，一边尝试着进行光学设计。

一开始，由于经验不足，他通常是

先把一台光学仪器拆开，观察仪器

有哪些镜片，镜片的组成方式，测

量各个器件的规格大小，然后进行

仿制。在仿制过程中，与一般人员

不同的是，王之江要分析每个镜片

的作用，思考光束的传输路径，弄

清楚仪器的设计思想，从而为自行

开展光学设计奠定基础。到 1953年

底，他已为仪器馆的仪器仿制完成

了 10多种，其中包括望远镜物镜和

目镜、生物显微镜消色物镜和目

镜、半复消色和复消色显微物镜，

16 mm 宽银幕电影放映物镜等镜头

的设计。

在仿制的基础上，王之江开始

尝试自行设计新的光学仪器，到

1954年底先后完成了 20多种光学仪

器的光学设计，其中包括：水平仪

(内调焦型)，对称型目镜经纬仪系

统(内调焦型，光学度盘)，对称型

目镜水平磁力秤(内调焦型)，特殊

目镜平板仪(光学度盘)，50°—60°×

视场的目镜数种，3×、8×、20×、

40×、45×、100×显微镜物镜，惠更

斯型显微镜目镜，Petzval型电影放

映物镜数种，宽银幕电影放映物镜

一种，膀胱镜两种，天文望远镜

等[13]。这些设计，有些是仪器馆内

部的研制任务，有些是应国内其他

机构之所需，比如天文望远镜的设

计，其实是因为青岛观象台的天文

望远镜镜头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日本

人破坏，1954年青岛观象台向仪器

馆求助才由王之江设计修复的。

2 创新高级像差理论

到 1955年，王之江已掌握了光

学设计的基本方法，能够解决仪器

馆和国内其他单位的各种光学仪器

的设计需求，但仍有一些应用光学

领域的疑难问题困扰着他，并因此

引起了王之江对应用光学理论的深

入研究。

王之江最初进行光学设计参考

的是英国学者康拉迪的“Applied

optics and optical design”。该书，

“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是教你怎么算光

线，很具体，……，是一门非常好

的入门的书，…真读懂了它，确实

是能做设计的” [14]。但是，该书有

一明显的缺陷，即缺少对光学设计

的发展历史、不同流派光学设计理

论的比较等方面的阐述，整个著作

没有一条引用文献，理论分析的深

度明显不足，因此，“只读这本书做

设计是可以的，但是仅能够做一个

设计匠，也就是做工匠还是可以

的，不会有多大的发展” [14]，王之

江在回忆时这样说道。

在这个过程中，困扰王之江的

最大疑难是二级光谱问题。二级光

谱，即两种色光在一定位置校正后

对第三种色光的剩余色差。他曾经

就该问题向遇到过的每一位曾留学

欧洲的应用光学专家请教，没有一

个人能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没有

答案的根本原因，是当时的高级像

差理论还存在较大的缺陷，尚无法

解决二级光谱这类疑难问题。

为解决实践过程中遇到的二级

光谱等疑难问题，王之江自 1955年

起开始广泛搜集、阅读世界各国的

光学设计文献，深入学习各个流派

的光学设计理论。在像差理论方

面，德国是应用光学理论的发源

地，其像差理论的分析方法是将表

征像差问题的函数进行级数展开，

逐级分析，光学设计人员要通过大

量的光线追迹、反复试验来确定光

学系统的结构，该分析方法较为透

彻，但缺点是过程繁琐、计算结果

要求小数点后保留 7 位有效数字，

计算量非常大，三级像差的计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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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7]。回国后，龚祖同还于 1939

年为兵工署 22厂设计出了中国第一

台军用双筒望远镜[8]。虽然他们都

具有扎实的光学设计理论基础，但

由于此时王大珩要承担仪器馆科研

活动的组织及日常管理事务、龚祖

同则专心于光学玻璃的熔炼研究，

均无精力再承担光学设计的繁重

工作，于是王大珩便将光学设计工

作分配给了当时刚刚大学毕业的王

之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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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开始广泛搜集、阅读世界各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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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德国是应用光学理论的发源

地，其像差理论的分析方法是将表

征像差问题的函数进行级数展开，

逐级分析，光学设计人员要通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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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大得令人难以承受。20世纪初被

称为“大陆学派”的德国等欧洲大

陆国家采用的是这种方法。与“大

陆学派”不同，被称为“英国学

派”的英国应用光学专家则是通过

尽可能少的光线追迹与计算来建立

表征像差的代数公式，并以此进行

光学系统的设计，这种方法在建构

实验模型时同样需要花费大量的精

力和时间。由于两种路线都需要耗

费大量精力，康拉迪采用了中间路

线，即：在第一步采用代数公式进

行光学系统的设计、并提供变化系

数，第二步转换到低精确度的光线

追迹计算，计算结果只需在小数点

后保留 4 位有效数字，最后用小数

点后保留 5 位有效数字的计算进行

光线追迹验证。康拉迪在大量光学

设计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进

行像差判断的经验公式，其中最著

名的是消色差的 d-D 公式，大大减

轻了光学设计的工作量，十分实

用[15，16]。在 1917年被任命为伦敦大

学帝国学院技术光学系的教授后，

康拉迪的光学设计方法很快成为了

英国应用光学界的主流，并通过其

弟子兼女婿的 R. 金斯莱克 (Rudolf

Kingslake)传到了美国，康拉迪因此

成为了新的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

通过学习，王之江掌握了英国学派

光学设计方法的精髓，又通过翻译

苏联应用光学专家杜德罗夫斯基的

《光学仪器理论》了解了德国等“大

陆学派”的光学设计理论体系[17]。

在对“英国学派”与“大陆

学派”的应用光学理论体系进行了

深入研究后，王之江弄清了两个学

派的高级像差理论不够实用的原

因，指出：“到现在为止，光学设计

中所用的接近理想光学系统的方法

主要是像差的分析和逐次校正方法，

像差理论已近完善的只有三级像差

(seidel 像差)理论，由于这尚不足以

决定实际光学系统中的实际像差值，

因此仍需做大量的光线计算(时常要

做大量空间光线计算)来决定实际的

像差值以及依此来修改结构；而为

避免和减少种种修改和企图的盲目

性而有更多的预见性，就使高级像

差理论不断发展，但以往的高级像

差理论繁杂得没有实际应用的价值，

导致对像差校正后所残余的值作判

断以及对所成的像作合理的解释，

都需要用物理光学以及生理光学方

法处理”[18]。

正如王之江所指出的那样，此

前像差分析都是应用几何光学方

法，在分析初级像差、二级像差时

十分有效，但在分析高级像差时太

过复杂，已没有实用价值。为解决

高级像差分析的困难，王之江将物

理光学的分析方法引入到高级像差

的理论探索，以二级像差为研究

对象，首先由对称性推导出波像

差的表达式，再根据几何像差与波

像差之间的近似关系，利用费马原

理和同一光线可看作是各不同点发

出的观点导出了物体移动时像差变

化的规律，对二级像差的几何表现

和光束结构的一般性质进行了深入

分析，所得结果略去了初级像差的

影响，表示式非常简单。同时，王

之江还创造性地将像差分为本征和

衍生两类，分析了两类像差产生的

原因，并导出了两类高级像差的数

学表达式(图 1)。王之江总结出的高

级像差的变化规律和推导出的近似

数学表达，为评断高级像差的产生

原因提供了半定量的依据，形式简

单，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解决了长

期困扰国际学界的高级像差分析问

题，也为中国特色应用光学理论的

建立奠定了基础[19]。

3 创立中国特色光学设计理论

1956年，王之江领导的光学设

计组增加了薛鸣球、谭维翰以及几

名专门从事光线计算的高中毕业生。

为帮助刚加入光学设计组的人员迅

速掌握光学设计方法，王之江专门

开办培训班向他们传授光学设计的

基础理论与方法，南开大学母国光

等少数国内其他单位的科研人员也

参加了这次培训。经过培训，薛鸣

球、谭维翰、母国光等很快就具备

了自行开展光学设计工作的能力。

由于培训效果好，全国各地的

高校、光学工厂纷纷要求派人到长

春学习光学设计。于是，王之江在

1958年、1959年连续两年面向全国

各光学机构和部分高校开办光学设

计培训班。当时参加光学设计培训

班的学员主要来自浙江大学、清华

大学、北京工业学院、哈尔滨工业

大学等高校，以及上海光学仪器

厂、云南298厂、西安248厂、南京

电影机械厂、上海照相机厂等一些

光学工厂。经过培训，全国各地的

光学工厂都具备了自行开展光学设

计工作的能力，高校也建立起了从

事光学设计教学的师资队伍。光学
图1 王之江高级像差理论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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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培训班，“为我国初始建立光学

工业事业培养了第一代光学设计人

才”[20]，为中国应用光学学科的建

立与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在开办培训班的过程中，王之

江根据自己多年的光学设计实践经

验，以自己创立的高级像差理论为

基础，编撰了一套有别于英国、德

国两个学派应用光学理论体系的光

学设计理论讲义。这套讲义(图 2)，

吸收了欧洲“大陆”、英国两个学

派基础理论的长处，并有所创新和

发展。

比如：讲义中三级像差理论的

内容主要参照苏联学者杜德罗夫斯

基《光学仪器理论》中的相应内

容，运算符号也采用该书的符号体

系，但具体内容又有了进一步的改

善，如“提出了光线计算结果的处

理方法，对 S 部的校正问题作了较

详细的讨论，另外，公式的表示形

式也和原书有些差异，我们认为这

样的表示有时更为方便些”[18]。

又如：针对球差分布问题，王

之江对 Steable—Lihotzky 条件与像

差的关系作了一个新的证明，并

针对此条件导出了一个更加简洁的

分布公式，在分析相关问题时更加

实用。

关于色差问题的处理，王之江

沿用了英国学派康拉迪的 d-D方法，

但抛弃了其传统的几何光学分析方

法，运用波面差的方法来分析色

差，计算更加方便、准确。

当然，讲义与英国、苏联著作

最大的不同是高级像差理论的内

容。在讲义中，王之江基于自己提

出的高级像差理论，对影响高级像

差的各种因素进行了全面讨论，并

且求得了像差的严格分布公式，为

高级像差分析提供了十分有效、实

用的手段。

1965年，王之江以培训班讲义

为基础编撰的专著《光学设计理论

基础》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标志着中国特色的应用光学基础理

论正式形成[21—23]，成为中国光学设

计从业人员的主要理论指导著作。

时至今日，虽然光学设计的大量工

作已可由计算机完成，基础理论仍

在其中发挥着非常关键的指导作用，

《光学设计理论基础》仍是光学设计

从业人员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

4 中国特色应用光学理论创

立之初的经典光学设计

1950年至 1960年代，王之江在

长春光机所完成了多达数百件的光

学设计，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长

春光机所 1958年研制的闻名全国的

“八大件”中的高温金相显微镜、多

倍投影仪等仪器的设计，但当时最

具影响、最具代表性的要属中国第

一台红宝石激光器光学系统和“150

工程”光学系统的设计。

4.1 中国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光学

系统的设计

1961年，在世界上第一台红宝

石激光器诞生仅1年3个月后，王之

江、邓锡铭领导研制的中国第一台

红宝石激光器成功运转。中国第一

台激光器能够成功运转，王之江创

新的光学系统设计至关重要[24，25]。

王之江设计的中国第一台红宝

石激光器的结构与美国的第一台有

很大不同。其一，氙灯采用直管

状。当时国外流行螺旋状氙灯，梅

曼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采用的就是

螺旋状氙灯，王之江在设计氙灯时

没有去盲目仿制，而是从应用光学

的基本原理出发，认为螺旋状结构

的效率低下，于是将氙灯设计成直

管状。他说：

“使用螺旋状氙灯的目的是保证

光射到宝石中去。实际上，一个光

源发出的光只有很少能照射到宝石

中去，灯的有用尺寸不能超过宝石

棒，所以，国外使用的螺旋状氙灯

实际是个半废品。假如不懂这个基

本的光学规律，我们可能会去模仿，

但我们懂得灯的尺寸不能超过宝石

棒尺寸这个道理，知道螺旋灯是没

有用的，所以，我们制作了直管状

的脉冲氙灯”[26]。

其二，照明系统采用球形共轭

成像方式(图 3)。当时梅曼第一台红

图2 1959年光学设计培训班讲义

图3 王之江球形照明系统设计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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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石激光器的照明方式采用的是椭

圆漫射照明，是国外非常流行的一

种照明方式。王之江经光学设计理

论分析，认为成像照明系统的效率

比漫射照明方式更高[27]。针对当时

国外流行的另外一种多灯多椭圆柱

的照明方式，王之江根据照度与亮

度的基本关系认为，当激活介质和

灯的直径一样大时，采用多次光学

成像方法提高光源亮度比采用光源

重叠的方法更有效[28]。因实验所用

的红宝石仅 30 mm 长，王之江认

为，对于这种不太长的宝石，球形

成像照明系统比椭圆照明系统更有

效率。

实践证明，王之江设计出的这

个结构效率很高，“只用了一支较小

的直管氙灯，其尺寸同红宝石棒的

大小差不多，用高反射的球形聚光

器聚光，使红宝石棒好像泡在光源

(氙灯)的像中，所以效率很高”[29]，

只用了很小的能量就实现了装置

的激光输出。实际上，中国第一台

红宝石激光器的输出能量只有

0.003 J，若电容再小一点，或者装

置效率稍低，实验都将很难成功，

因此，这台红宝石激光器的成功有

很大的运气成分。因为这个原因，

在回顾这段历史时，王之江仍感到

非常庆幸，他说：“实验最后是看到

激光了，但是光的能量非常小，只

有 0.003 J，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

电源做得非常小，当时电源所用的

电容器都是电子实验室里退库的，

电容量很小，所以放电量很小。当

时实验条件是很差的，能做出这个

东西，现在来看，其实有很大的运

气，再差一点就做不出来了”[30]。

他的这段话更加揭示了光学设计在

中国第一台激光器研制中所发挥的

重要作用。

4.2 “150工程”光学系统的设计

1960年代初，为满足中国中程

导弹试验的需要，长春光机所成功

研制出了测定导弹主动段飞行轨迹

的大型光学电影经纬仪，王之江是

其光学系统设计的主要完成者之一。

实际上，光学仪器在军事上的

迫切需求是中国引进和发展应用光

学的根本原因。20世纪 30年代初，

政府从德国进口了一批军用望远镜

等军用光学仪器，由于当时中国缺

乏应用光学人才，这批光学仪器的

维护和保养工作不得不送回德国进

行，龚祖同、王大珩就是在这样的

历史背景下被派往欧洲专门学习应

用光学的。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

军事尖端技术的发展，测量导弹飞

行轨迹的大型光学经纬仪成为当时

中国国防建设最为迫切的需求之

一，但由于美、苏等国严格技术禁

运，中国只能开展自主研制，其光学

系统的设计最终落到了王之江身上。

要研制的这台大型光学电影经

纬仪，要求观测距离达到 150 公里

以上，故时称“150工程”。因当时

美、苏技术禁运，可供参考的资料

只有几张这种仪器的外形照片。为

顺利开展这项任务，长春光机所曾

开展了预研——仿制瑞士产、观测

距离为 30 公里的“EOTS-C”型电

影经纬仪，时称“60 号任务”，但

预研以失败告终，原因之一就是光

学系统的设计存在问题[31]。“60 任

务”失败，加上“150 工程”是我

国中程导弹试验所急需，且只有几

张外形照片可以参考，光学系统的

设计工作一下子变成了烫手山芋，

没人敢接。此时，得益于光学设计

人才队伍的成长，王之江自 1959年

起已转向激光研究，但面对“150

工程”所处的困境，王之江还是义

无反顾地承担起了“150 工程”光

学系统的设计任务。

“150工程”光学系统设计遇到

的最大困难是二级光谱的校正。在

现实生活中，利用大口径、长焦距

镜头拍摄物体时，因组成白光的 7

种色光对玻璃的折射率不同，成像

的边缘会形成彩色像斑而影响像的

清晰度和分辨率，即存在所谓的色

差，为此通常会对其中两种色光进

行校正以便提高像的清晰度和分辨

率，但对其中两种色光校正色差

后，对第三种色光必然存在剩余色

差，即二级光谱。对于二级光谱，

王之江曾进行过长时间的理论探

索，并由此创新了高级像差理论。

依据自己创立的高级像差理论，王

之江设计出了由一个球面反射镜与

两个透镜组组合起来的光学系统

结构，即：“反射镜用球面反射

镜，……用一个负透镜把焦距拉

长，然后再用一个正透镜把这个像

校正，用这样一个方式可以把二级

光谱消除” [32]。这是一个可以申请

专利的设计，后来大量的观测实践

表明，该设计成功消除了“150 工

程”光学系统的二级光谱，高级像

差、高级色差都被完全消除[33]。

值得一提的是，王之江的这个

设计不仅为“150 工程”的成功研

制奠定了理论基础，后来我国“远

望 1 号”测量船上观测洲际导弹再

入大气层飞行轨迹设备的光学系统

也沿用了这一设计思路。1985 年，

“150工程”、“远望号”等系列观测

装备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国防专项)

特等奖，王之江凭借光学系统设计

的贡献也荣获此奖。

5 结语

能够独立研制以大型光学跟踪

电影经纬仪为代表的系列国防尖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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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仪器，实现了中国引进应用光

学的目标，是中国应用光学学科真

正建立起来的重要标志。该学科的

建立，离不开严济慈、龚祖同、王

大珩等老一辈光学家做出的突出贡

献，严济慈在抗战时期曾领导研制

过一些光学仪器，并培养了一批应

用光学的技术人才，长春仪器馆初

创时期磨玻璃技术人员多是严济慈

培养出来的；龚祖同完成了中国第

一个军用双筒望远镜的光学设计，

领导完成了中国第一埚光学玻璃的

熔炼等重要工作；王大珩领导建立

了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长春光

机所，培养了中国光学事业的第一

代“科班人才”，领导完成了“150

工程”等系列国防尖端光学仪器的

研制，因贡献特别突出，王大珩有

“中国光学之父”之称。同时，应该

看到，王之江的工作——中国特色

的光学设计基础理论、培养专业的

光学设计人才队伍、以及完成国家

急需光学仪器的光学设计等，也非

常基础和关键。

王之江在中国应用光学学科建

立中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得到了中国

光学界的充分认可(图 4)。王大珩在

1985年曾专门撰文评述王之江对中

国应用光学学科发展的贡献，原文

摘录如下：

一、我国建国以来最早的光学

系统设计的学术带头人。

A) 他一来到仪器馆，就从事光

学设计这一应用光学的基本领域方

面的工作，在同时来到仪器馆的大

学毕业生中，突出地表现了他对所

学事物的敏感性、想象能力、创造

能力和表达能力。在从事所中需要

的以及所外委托的各种光学设计中，

迅速地形成以他为主导，完成了多

种类型的镜头设计，包括显微镜物

镜、内调焦望远镜、照相机放映物

镜、宽银幕放映物镜、摄影物镜、

折反射系统以及连续变焦物镜等。

不出十年，使光机所形成了一个我

国的光学设计中心，掌握了光学设

计的自由。王之江同志亲自设计的

带有创造性的成就方面有如：我国

第一台连续变焦物镜的设计；150#

工程(大型光学电影跟踪经纬仪)口

径为 650ф的分五档变焦光学系统；

高数值孔径折反射显微物镜；宽银

幕柱形物镜设计，发展了柱形物镜

设计的理论和方法等等。

B) 建立了一套以英国和苏联

设计方法为基础的光学设计方法体

系，编写了 《光学设计理论基础》

一书，是我国从事光学设计工作者的

必读书。

C) 开办了光学设计培训班(建国

以来第一次)，为我国初始建立光学

工业事业培养第一代光学设计人才。

D) 理论性的创造有如：(ⅰ)带有

残余像差时的最佳像质平衡原理；

(ⅱ)柱形物镜的设计方法；(ⅲ)同心

光学系统的成像性质；(ⅳ)用传播函

数理论的波面相点概念评价大像差

时的像质；(ⅴ)部分相干光学理论(与

谭维翰合作) [20]。

这些记录和评价，从王之江

所做的实际工作看，是十分中肯

的，比较客观地反映了王之江在中

国应用光学学科发展中做出的卓越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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