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生精品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   现代光学设计方法   课程代码： 0400013  年均选课人数： 130        

开课学院：      光电学院                            授课教师：      李林      

项目 内容 

教师 

风范 

李林，男，63 岁，光电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持并参与了 863 支持先进装备模拟训练

的轻量级飞行模拟器、863航空图像一次承影技术研究、863特征捆绑和不变性知觉的脑认知功

能成像、863LED舞台照明研究、973航天甚高分辨率空间遥感器、973全天时动目标识别与精确

相对测量机理及敏感器研究、02 国家重大专项光刻机设计、嫦娥三号月球巡视器杂散光分析研

究、飞行模拟器头位跟踪视景显示系统、航天星载光学遥感器告警与防护等数十个科研项目，获

6次部级科研奖励。 

李林教授坚持立德树人、教书育人，将最新科研成果融入课堂教学。主编出版了 10本教

材和专著，其中包括国家和省部级规划教材以及国家出版基金，获多项省部级以上教学成果奖

励，主讲的课程获北京市精品课程、获国家级视频公开课、国家精品在线课程，并获北京市优

秀教学团队带头人。 

课程 

思政 

在课程教学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相关的德育元素列入教学大纲的重要条目和课堂

教学的重要内容，将课程教学和思政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在授课过程中，适时介绍我国光学界

王大珩、袁旭沧、陈晃明等老一辈革命家科学家的丰功伟绩，传承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突出介

绍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空间光学、机载光学、陆海军光学领域所取得的成果，阐明党的领导

是这些重大成果取得的保证；具体介绍在袁旭沧教授带领下，研制的我国第 1套自主知识产权

光学设计软件 SOD88；介绍我国的 LAMOST望远镜；介绍在我校俞信教授领导下，参与空间自适

应光学所取得的成就等，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鼓励学生毕业后为国家和人民投身到科研

事业中去，为人民做出贡献。 

前沿 

知识 

本课程根据人才培养目标来设计教学内容，除像差理论外，还包括经典望远镜物镜、显微

镜物镜、目镜、照相物镜、变焦距系统、空间光学系统、光刻机系统、非球面系统、自由曲面

系统、衍射元件、自聚焦透镜、照明光学系统、液晶投影仪和背投电视镜头等新型光电仪器或

光学系统的设计理论和设计方法。 

注重科教融合，如在讲解望远镜时，介绍了我国最新研制成功处于国际先进水平的 LAMOST

望远镜和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介绍我校在主镜分块镜以及主动光学或自适应光学方面

取得的成就；在讲解目镜时介绍我校在 VR 和 AR 方面的成就以及在自由曲面目镜方面的成果；

在讲解显微镜物镜时介绍我国 02重大专项光刻机的特点以及我校在光刻机镜头设计、仿真和测

试方面的成果；在照相物镜时，介绍我国在航空航天相机方面所取得的突破，同时介绍变焦距系

统非球面系统自由曲面系统衍射元件等在航空航天领域的应用；穿插在整个教学过程中，适时介

绍了自聚焦透镜、照明光学系统、液晶投影仪和背投电视镜头在安防、监控、智能汽车辅助驾驶、

计算机直接制版等领域的实际应用。同时紧密结合当前光电技术研究各应用领域的最新的科研

成果，介绍了杂散光分析、环境温度分析、公差分析、计算机辅助装调技术、光学自动设计等热

点内容，既有理论又有实际应用例子。 

同时也注重产学融合，与北京高普乐公司、北京泰克仪器公司、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航天科

技集团二院、航天科技集团三院等校外企业结合，根据企业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安排学生设计

研究所和企业的实际光电仪器。 



创新 

思维 

本课程的教学设计是训练学生掌握现代光电仪器和现代光学系统的正确的设计理论和方

法，成为一个基本合格的能够独立完成航空航天及民用等实际光电仪器光学系统的设计者，能

够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清晰有效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并能客观评估他人观点的能力，具备理性

思维和书面表达能力。 

本课程采用以国际上最为先进的软件 Zemax 作为牵引贯穿全课程，以具体实例带动说明每

个知识点。为此，除了介绍现代光学设计理论、概念和特点外，



 

所设计的系统的 MTF如图所示： 

 

可以看出，所设计的系统成像质量非常好，完全满足使用要求，取得了非常好的学习效

果。   

学院

意见 

（内容真实性、是否同意校园网展示等。） 

 

 

 

学院领导：                     年   月   日 

 

 

识别下方二维码可参与课程的互动评价： 

 

对研究生课程建设任何意见建议，请联系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mayc@bit.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