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通过普通摄影方法，将拍摄对象分色为三基色象，并以黑白正片的形式分别记录在感光胶片上，然

后再分别记录于三幅长条形全息图中。 用单色共扼光波照明这三幅全息图p 在空间某个位置上p 三幅全息图

的再现实象重途在一起p 同时在此位置上放置全息底片，把这三个实象(反映了三基色象的信息〉记录在全息

图中， 此全息图即为彩色全息图。

光导热塑料全息照相技术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三室

光导热塑料全息照相p 有干法处理、原位显影、瞬时成象、衍射效率高、可反复使用等优点。从 1966 年首

次实现光导热塑料全息照相以来，光塑片材料和录相技术都在不断地发展。在全息记录材料中，己逐步确立

了领先的地位。 最近两年，日本和西德已开始将它用于工业。 对全息术走向工业应用来说p 光塑片引入到全

息照相上3是继激光出现之后的极为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第二步。这一点，越来越明确了。

光塑片全息术付诸实用p 要求有性能稳定优良、便于大量生产的光塑片;过程简单明确，条件适于实用的

录相技术和功能完备合理、 使用操作简单的录相设备。本文首先介绍光塑录相的基本原理，分析影响 录相

质量的主要因素和它们之间的关系; 然后介绍我们研究的录相方法及优点;与国外最近采用的录相技术进行

比较p 最后讨论了进一步提高录相质量在录相技术方面的几点设想。

在同一底板上获得多脉冲全息摄影

天津大学 武瑞成

动态全息摄影希望用连续分幅的手段来记录一个动态事件的过程。本文讨论利用参考光和物光都不扫

描在一张全息图上获得多脉冲全息摄影。

基本原理:我们仅对双脉冲全息摄影做一 i仓述p 更多脉冲的全息摄影完全与此类同。设 h 和 t2 时间到

达全息干板处的物光分别为 00le叩且和 OO~叩23 而参考光都为 Re'ψ。 那么干板的曝光量为:

81+82= 100leiQ>1+ Re伸 1 2 十 10o~仰'+R以ψ l'。

设我们在底板 T-8 曲线的线性范围内工作p 那么全息图的振幅透过率 TOC8。设再现时用与摄影时参考光

束完全相同的光荣来照明全息图p 那么透过波

G=Ré仰 .T=(OÕ1 十 Oõ岛2+ R2η)Re'忡ψ+R2001♂e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项是零级衍射3 第二项和第三项分别是 h 和 乌时刻物波的重现p 而第四项和第五项分别

是其共缸波，因此我们在同一张底片上获得了多脉冲全息摄影p 并在再现的同时看到物体不同时刻的状

态。

多脉冲全息摄影装置由①多脉冲红宝石激光器，②多脉冲电源p ③多脉冲全息摄影光学系统组成。工
作物质采用 4> 6x 70 毫米的红宝石棒p 泵浦氟灯为4> 10x 75 毫米，激光谐振腔端面镜一块全反射p 另一块透

过率为 50%。 腔长 600 毫米，腔内插入 φ 1. 2 毫米的选横模小孔，保证激光器在 TEMoo 模运转。调制晶体用

带有布氏角的 KDP 晶体，它受多脉冲电路控制，周期性改变激光腔的 Q 值，使激光器输出脉宽为几十毫微

秒，脉冲间隔从几十微秒到几百微秒可调的序列脉冲p 每个脉冲能量约百毫焦耳量级。 为了补偿 KDP 晶体

的光弹效应， 提高激光输出功率将调制晶体 KDP 一端加一负偏压约 1100 伏，提高效率约 10%。全息多脉

冲摄影光学系统根据不同摄影对象，采用不同光学系统，有透射式及反射式等。

多脉冲全息摄影实例:①对电动音又进行双脉冲全息摄影，采用反射式，二次曝光间隔约 400 微秒，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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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在音叉壁上可看到有明暗相间的干涉条纹。②一个转动叶片的多脉冲全息图3 采用反射式对它进行了

双脉冲和四脉冲的全息摄影，重现时可以看到不同时刻叶片所处的不同位置。③飞弹多脉冲全息摄影，光

学系统是改装了的纹影系统p 采用透射式，对飞行速度约 1000 米/秒的步枪子弹进行了多脉冲全息摄影， 在

子弹飞行前进行了一次曝光，再在子弹飞行期间进行了多脉冲曝光，再现时可以看到子弹不同时刻的位置及

所产生的冲击波。

全息产生重复象及其象差的实验研究

南京大学物理系基础物理教研室

用全息照相的办法可以产生单个图形的重复象。为了探讨其应用于制造半导体器件生产中所需的光刻

掩模版的可能性p 以及研究全息再现象导致象差的原因和影响象差的各种因素p 对由小透镜阵列的菲涅耳全

息图和无透镜傅里叶变换全息图两者产生的重复象及其象差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实验研究。

实验表明，全息乳胶干版的质量，再现中的照明光源等都对象质及分辨率有很大的影响，本文给出了为

提高象质而采取的措施。

用菲涅耳全息图以产生重复象p 可以得到较好的象质及较高的分辨率。我们在原图与重复象图形大小

之比为 1 : 1 的情况下，拍出了最细的线条宽度为 8 微米的集成电路的光刻掩模版p 并得到了 2.8 微米的分辨

率。而当将原图缩小时P 则可以提高重复象的分辨率及得到更细线条的集成电路版。例如，当缩小 3.4 倍

时， 得到 1. 4 微米的分辨率， 并拍出线条宽度为 3 微米的集成电路版。

本文详细讨论了用菲涅耳全息图得到的重复象的象差。理论及实验都表明p 这是由于原图有一定的大

小致使全息拍摄条件不能得到严格再现所引起的。虽然，以点源阵列的全息图产生点源阵列的重复象时是

可以做到无象差的。

对于用无透镜傅里叶变换全息图以得到重复象也进行了实验研究。要做到无透镜傅里叶变换p 应满足

更为苛刻的条件。本文着重研究了无透镜傅里叶变换全息图产生的重复象的象差，特别是在大原图尺寸及

大重复象面积两种情况下的象差。 实验结果及理论也都表明， 这也是由于原图有一定的尺寸所引起的。我

们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讨论了乳胶具有一定的厚度在产生象差中所起的作用。

最后p 本文比较了菲涅耳全息图与无透镜傅里叶变换全息图在产生重复象中的特点，和它们的可能应用

范围，以及为了改进可能通过的途径。

总之， 用全息产生重复象有设备简单、制造方便、套准精度高等优点，而在象质、象场面积、原图尺寸等方

面则由于它是以点源阵列的全息图产生图形阵歹IJ这一方法为前提而受到限制。同时p 由于在实际上很难做

到再现时严格重复拍摄全息图时的条件3 所以本实验工作关于再现象象差的研究对全息术的实际应用将是

有意义的。

二元铃计算全息中的 sinc 迭加法

南京大学物理系 高文琦 叶扭书

计算全息中计算傅里叶频谱一般采用离散傅里叶变换 (D. F. T) 方法。而 D.F.T 方法作为连续傅里

叶变换(F. T)的近似，会带来 aliasing 误差。 由 D. F. 'r 频谱所制成的计算全息所再现的象只在取样点上

与原来的象符合;而在取样点之间的点则会有一定的偏离。由 D.F.T 频谱很难决定 aliasing 误差的程度，

· 二元 (Binary)指图象编码时只采取 0、 1 两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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