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仪器介绍 1 分光计的结构与调整

分光计是一种精确测量光线偏折角度的常用光学实验仪器，又称光学测角

仪，是一种能精确测量角度的光学仪器，主要由望远镜、平行光管和主体（底座、

度盘和载物台）三部分组成。借助分光计并利用反射、折射、衍射等物理现象，

可完成全偏振角、晶体折射率、光波波长等物理量的测量。在分光计的载物台上

放置色散棱镜或衍射光栅，它就成为一台简单的光谱仪器。近代摄谱仪、单色仪

等精密光学仪器也都是在分光计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学会分光计的调整原理、

方法和技巧，有助于调整和使用单色仪、摄谱仪等更复杂的光学仪器。分光计装

置结构精密，使用时必须按要求仔细调整，才能获得较高精度的实验结果。下面

以常用的 JJY 型分光计为例，介绍分光计的结构和调整方法。

一、分光计结构及各部件功能

图 1 分光计结构图

如图 1所示，分光计主要由五个部件组成：三角底座，平行光管、望远镜、

刻度圆盘和载物台。接下来我们对各部分逐一介绍：

1．平行光管

平行光管的作用是产生平行光。如图 1所示，在其圆柱形筒的一端装有一个

可伸缩的套筒，套筒末端有一狭缝，筒的另一端装有消色差透镜组。伸缩狭缝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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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使其恰位于透镜的焦平面上时，平行光管就出射平行光。可通过调节平行光

管光轴水平调整螺丝 26 和平行光管光轴仰角调节螺丝 27 改变平行光管光轴的

方向，通过调节狭缝宽度调节螺丝 28 改变狭缝宽度，改变入射光束宽度。

2．阿贝自准直望远镜

装有“阿贝”目镜的望远镜称阿贝自准望远镜。目镜是有场镜和接目镜组成

的，常用的目镜有二种：一是高斯目镜，在它的场镜和接目镜间装了一片与镜筒

成 45°角的薄玻璃片。当小灯的光经玻璃片反射后可将叉丝全部照亮。二是阿

贝目镜，在目镜与叉丝之间装了一个全反射小三棱镜，小灯发出的光经小三棱镜

反射后将叉丝的一部分照亮，而从目镜望去这照亮的部分刚好被小三棱镜遮住，

故只能看到叉丝的其他部分，见图 2。JJY 型分光计采用的是阿贝目镜。

图 2 阿贝自准直望远镜

望远镜可绕分光计中心轴转动，它的倾斜度也可通过螺丝 15 进行调节，而

望远镜固定螺丝则起着把望远镜倾斜度固定的作用，见图 1。在望远镜与中心轴

相连处有望远镜锁紧螺丝 17，放松时可使望远镜绕中心轴转动，旋紧时可固定

望远镜，见图 1。

通过调整 9和 11 使望远镜聚焦无穷远，此时从目镜中可同时看清十字刻度

线和叉丝的“十”字像，且两者间无视差。可通过调节望远镜光轴仰角调节螺丝

12 和望远镜光轴水平调节螺丝 13 改变望远镜光轴的方向。

3．刻度圆盘

望远镜和载物台分别与刻度盘和角游标相连，游标盘一般与载物台固连，可

绕仪器转轴转动，有螺钉 25 可以止动游标盘。

JJY 型分光计角游标的最小分度为1（主刻度盘上每小格为30，角游标 30

分格的弧长与刻度盘 29 分格的弧长相等），游标每小格之差，见图 3左图。刻度

圆盘读数方法与游标卡尺的读数方法相似，右图的读数应为：314°30 +11 =

314° 41。
为了消除刻度盘与分光计中心轴线之间的偏心差，在刻度盘同一直径的两端

各装有一个游标。测量时，两个游标都应读数，然后算出每个游标两次读数的差，

再取平均值。这个平均值可作为望远镜（或载物台）转过的角度，并且消除了偏

心差。另外，在计算望远镜转过的角度时，要注意游标是否经过了刻度盘的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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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刻度盘与角游标

4.载物平台

载物平台可放光学元件，如三棱镜、光栅等。有三只调节螺钉 a、b和 c 可

改变平台倾斜度，见图 4。载物台通过锁紧螺丝 7固定位置。

图 4 载物平台

二、分光计的调整

（一）调整目标：

①平行光管发出平行光；

②望远镜对平行光聚焦(即接收平行光)；

③望远镜、平行光管的光轴垂直仪器公共轴。

分光计调整的关键是调好望远镜，其他的调整可以以望远镜为标准。

（二）调整参考步骤

1) 熟悉各螺钉

特别是载物台锁紧螺钉，转座与刻度盘止动螺钉，望远镜止动螺钉，游标盘

止动螺钉四个螺钉在什么地方及其控制的部件。

2) 目镜调焦

这是为了使眼睛通过目镜能清楚地看到图 5所示分划板上的刻线。调焦方法

是把目镜调焦手轮轻轻旋出，或旋进，从目镜中观看，直到分划板刻线清晰为止。

3) 分光计目测粗调

用眼睛从侧面观察望远镜镜筒以及平行光管是否大致水平。如不水平则通过

调节相关的螺钉使其大致水平。

将望远镜和平行光管对成直线。



图 5 从目镜中看到的分划板 图 6 载物台上双面镜放置的俯视图

粗调载物台水平，首先通过调节载物台下的三个螺钉将载物台上面的黑铁块

顶起来一点，使其和下面的铁块之间的间隔大致在半厘米左右，这样载物台下的

三个调平螺钉既可上调也可下调。从侧面观察上下两个铁块之间的间距是否比较

均匀，如均匀则载物台已经大致水平了。

然后，将游标盘止动螺钉松开，将载物台锁紧螺钉锁紧。这时转动游标盘则

载物台跟着一起转动。

将转座与刻度盘止动螺钉，这时如转动望远镜镜筒则刻度盘跟着转动。

4) 分光计细调

细调的目的是使望远镜光轴和载物台完全水平，需要借助一块双面平面镜调

节。先将平面镜与载物台下三个调节螺钉的相对位置如图 6所示。a1、a2 和 a3

表示载物台下的三颗螺钉，这三颗螺钉构成一等边三角形，将平面镜的边放在这

个等边三角形的一条高上，如 a1、a2 连线的中垂线上。这样放置目的是为了方

便调节使载物台平面与仪器公轴垂直、望远镜光轴垂直于平面镜双镜面。例如当

平面镜没有竖直时，只需要调节 a1、a2 两个螺钉之一就能迅速地将其调竖直，

而螺钉 a3 不需要调节。

接下来利用外观法先使得在望远镜中可以看到平面镜正反面反射回来的亮

十字像，具体的做法是：先将望远镜的镜筒稍稍向右偏转一个小角度，和平面镜

错开一点。用右眼正对望远镜目镜，人坐正，双眼在同一水平面上，然后左眼顺

着筒壁左侧水平向前看，高度和望远镜轴线在同一个水平面上，此时注意力集中

在左眼上。一直向前看到载物台上的平面镜，一般这时在平面镜里可以看到望远

镜前面物镜镜头的像，在这个镜头的像里面可以看到一个亮十字。如果此时亮十

字和望远镜的光轴在同一个水平面上，将平面镜和望远镜正对放，在目镜里应该

就能看到亮十字。如没有看到亮十字则表明从外面看亮十字和望远镜的光轴不在

同一个水平面上，偏高或偏低了。这样导致平面镜反射回来的亮十字像也偏低或

偏高了而不能进入到望远镜的镜筒里去，所以从目镜里就看不到亮十字的像。这

时通过调节载物台下靠近实验者的螺钉以及望远镜镜筒下的高度调节螺钉，采用

各半调节法（后面再解释各半调节法）使得通过左眼能看到反光镜正反面的亮十

字都居于望远镜筒像的中间位置。然后再将平面镜和望远镜正对放，此时应该就

能通过右眼在从目镜里看到反光镜正反面的亮十字像。

5) 调望远镜的光轴和载物台平面垂直仪器公轴

平面镜的正反两个面都找到亮十字后，接下来逐次逼近各半调节法将望远镜

的光轴调水平（和分光计主轴垂直）。以分划板上方四分之一处的横线为准线，

如图 5所示。各半调节法是通过反复转动载物台对平面镜的正反面，调节载物台

相应支撑螺丝，使得平面镜正反两个面反射回来的亮十字像在分划板同一高度，

然后调节望远镜仰角螺丝使得亮十字像都在上方四分之一处的横线上。此时望远



镜的光轴调水平了。具体举例如下：如从望远镜中看到平面镜正反两个面反射回

来的亮十字像不等高，相差高度为 h，如图 7(a)和（b）所示；此时调整载物台

螺丝 a1 或 a2 使得亮十字像上升或下降 h/2；再将载物台旋转 180 度，使望远镜

对着平面镜的另一面，观察亮十字像是否在同一高度；如此反复调整，直至转动

载物台时，从平面镜前后两表面反射回来的亮十字像在同一高度；然后调节望远

镜仰角螺丝使得亮十字像在分划板上部的刻线等高，如图 7(c）所示。此时望远

镜光轴和平面镜镜面垂直，望远镜仰角螺丝和已调好的载物台螺丝 a1 和 a2 不能

再触动了。

图 7 亮十字像位置关系

接下来就是调整载物台，使得载物台平面与望远镜光轴水平，即垂直仪器公

轴。此时把反光镜如图 8 放置，让平面镜的边和的 a1、a2 连线平行。这时望

远镜已不能再调节，螺钉 a1、a2 也不能再调。这时只能调节 a3 这一个螺钉。

转动载物台，将平面镜和望远镜正对，只需要调节 a3 螺丝，使在望远镜中看到

的亮十字达到分划板上方四分之一处的横线即可。此时载物台平面与分光计的中

心轴相垂直。这步调好之后，将游标盘止动螺钉锁紧，游标盘不能再转动，载物

台也不能再转动。

图 8 载物台上双面镜放置的俯视图

6) 调整平行光管

用前面已经调整好的望远镜调节平行光管。当平行光管射出平行光时，则狭



缝成像于望远镜物镜的焦平面上，在望远镜中就能清楚地看到狭缝像，并与准线

无视差。

1) 调整平行光管产生平行光。取下载物台上的平面镜，关掉望远镜中的照

明小灯，用汞灯照亮狭缝，从望远镜中观察来自平行光管的狭缝像，同时调节平

行光管狭缝与其透镜间的距离，直至能在望远镜中看到清晰的狭缝像为止，然后

调节缝宽使望远镜视场中的缝宽约为 1mm。

2) 调节平行光管的光轴与分光计中心轴相垂直。松开狭缝制动螺丝，前后

移动狭缝，望远镜中看到清晰的狭缝像后，转动狭缝至水平状态，调节平行光管

倾斜螺丝，使狭缝水平像被分划板的中央十字线上、下平分，如图 9(a) 所示。

这时平行光管的光轴已与分光计中心轴相垂直。再把狭缝转至铅直位置，并需保

持狭缝像最清晰而且无视差，位置如图 9(b) 所示，锁紧狭缝制动螺丝。

图 9 狭缝像与分划板位置

至此分光计已全部调整好，使用时必须注意分光计上除刻度圆盘制动螺丝及

其微调螺丝外，其它螺丝不能任意转动，否则将需要重新调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