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验 1 三棱镜折射率的测量

三棱镜是的色散元件，其主截面是等腰三角形，顶角指两个折射面的夹角，

如图 1所示。光从棱镜的一个侧面射入，从另一个侧面射出，出射光线将向底面

（第三个侧面）偏折，偏折角的大小与棱镜的折射率，棱镜的顶角和入射角有关。

白光是由各种单色光组成的复色光；同一种介质对不同波长光的折射率不同。因

此，白色光通过三棱镜会将各单色光分开，形成红.橙.黄.绿.蓝.靛.紫七种色光即

色散。本实验将利用分光计测量三棱镜的折射率。

【实验原理】

当某光线以入射角 1i 投射到棱镜

的 AC 面上，经棱镜的两次折射后，以

2i 角从 AB 面出射，出射光线和入射光

线的夹角 称为偏向角， 的大小随入

射 1i 而改变。可以证明，当 21 ii  时，

偏向角为极小值 D ，称为棱镜的最小偏向角。它与棱镜的顶角 A和折射率 n 之

间有如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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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只要测得 A和 D ，就可用上式求得待测棱镜材料对该光的折射率。

【实验内容】

1. 调整好分光计，使得：平行光管发出平行光；望远镜对平行光聚焦(即接收平

行光)；望远镜、平行光管的光轴垂直仪器公共轴。

2. 测量三棱镜的顶角

(1)用自准直法测量棱镜的顶角

如图 2所示，三棱镜是分光元件，至少有两个透光的光学表面(如 AB 和 AC)

为两个光学表面，BC 为毛玻璃面构成。三棱镜的顶角是指 AB 与 AC 的夹角。

图 1 光线在三棱镜中的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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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准值法就是用自准值望远镜光轴与 AB 面垂直，使三棱镜 AB 面反射回来的小

十字像位于准线中央，由分光仪的度盘和游标盘读出这时望远镜光轴相对于某一

个方位 OOˊ的角位置 1 ；再把望远镜转到与三棱镜的 AC 面垂直，由分光仪度

盘和游标盘读出这时望远镜光轴相对于 OOˊ的方位角 2 ，于是望远镜光轴转过

的角度为 2 1  ，三棱镜顶角为

2 1180    （ ）

由于分光仪在制造上的原因，主轴

可能不在分度盘的圆心上，可能略偏

离分度盘圆心。因此望远镜绕过的真

实角度与分度盘上反映出来的角度有

偏差，这种误差叫偏心差，是一种系

统误差。为了消除这种系统误差，分

光仪分度盘上设置了相隔 180°的两

个读数 (左、右角游标)， 于是，望远镜光轴转过的角度为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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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反射法测量三棱镜顶角

如图 3(a)所示，用光源照亮平行光管，它射出的平行光束照射在棱镜的顶角

图 3反射法测三棱镜顶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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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自准直法测三棱镜顶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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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 A 处，而被棱镜的两个光学面 AB 和 AC 所反射，分成夹角为的两束平行反

射光束 1R 、 2R 。由反射定律可知， 4321  、 ，所以 4231  。

因为  31 ，所以  42 。于是只要用分光仪测出从平行光管的狭缝

射出的光线经 AB、AC 两个面反射后的二束平行光 1R 与 2R 之间的夹角，就可

得顶角
2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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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待测棱镜放在载物平台上，转动望远镜，直至能从望远镜中看见待测谱线。

慢慢转动游标盘，使谱线朝偏向减小方向移动，同时转动望远镜跟踪谱线。当棱

镜无论向哪个方向转动，偏向角均增大时，谱线的极限位置就是棱镜对该谱线的

最小偏向角的位置。使望远镜叉丝对准该谱线中心，读出望远镜在此位置的坐标

值。

撤去三棱镜，转动望远镜使之正对平行光管，定位后再读出望远镜的角坐标。

两次数值之差即为最小偏向角。

【思考题】

1．望远镜、平行光管、载物台、刻度盘之间相互关系是什么？简述调整要

求？

2．为什么利用自准法可以将望远镜调至接受平行光和垂直中心轴的正常工

作状态？如何调整？

3．调整望远镜光轴与分光计中心相垂直中为什么要用各半调法？如何应用

各半调法？

4．作图说明，当望远镜未垂直中心轴或双面镜的反射面法线未垂直中心轴

而进行调整时，每旋转双面镜 180°一次，准线与十字反射像可能的相对位置及

其变化规律。

5．若分光计测量角度的精度为 1′，试导出测量顶角 A、最小偏向角δmin

及折射率 n的误差公式，并估算测定 n的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