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3) 明亮环境下操作:采用同时法录象技术，可以在通常的照明条件下(60 勒克司)使用这种记录材料

录制全息图而不需要在暗室条件下操作。

(4) 灵敏度高、衍射效率高:光导热塑料是非银盐体系记录材料中灵敏度最高的 一种 衍射效率达

30% 以上。

全息、衍射光栅

J 上海机械学院

本文介绍以激光全息法制作衍射光栅p 具体叙述了全息光栅制作原理和制作过程p 在与刻划光栅相比

‘ 较之下，讨论全息光栅的特性， 介绍两种控制全息光栅槽形的方法p 最后，对全息光栅的使用作出一定评

价。

用于研究风洞流场的红宝石激光全息干涉测量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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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报告了利用叶绿素 d 染料作 Q 开关p 一块厚 10 毫米的重火石玻璃标准具作输出端p 及前腔用直径

为 φ2 的不锈钢小孔作纵横模选择的红宝石巨脉冲激光器为光源p 按典型的全息照相光路布置，在超音速风

洞(M=2.5， 4; M 为马赫数〉和激波管风洞(M=6， 9 )进行全息干涉测量实验p成功地拍摄了风洞的流场显

示全息图。为风洞空气动力流动进行干涉测量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有效方法。

在全息干涉测量的照相光路中，采用毛玻璃浸射屏，以温射光照明风洞被测模型，并用成象透镜将屏上

的象成在全息干板上p 使光路在时空上适当匹配p 对风洞吹风前后进行两次曝光p 这样即使用相干性较差的

‘ 红宝石激光器也能拍摄出清晰的三维无限条纹流场显示全息图。因之可用它对飞行体的轨迹、激波波面、膨

胀波系、边界层等现象进行定性研究。

以准直的平行光照明被测模型，并在参考光束中放入光程补尝器一一水模p 拍摄了有限条纹流场显示全

， 息、图。从该图中便可计算出流场的密度、压力及温度分布。

文中对上述两种全息干涉测量光路的优缺点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更方便地引进背景条纹的方法。

全息照相术用于蜂窝结构及迭层结构的无损检验

三机部三O三研究所 李仲增

全息照相方法检验蜂窝结构及迭层结构的内部缺陷是十分有效的它与通常采用的敲击法、声阻法、福

克法、液晶法比较具有灵敏度高、重复性好、可靠等优点。

全息照相储存了物体三维信息的全息图，在激光照射下具有再现物体波前的能力，因而能看到三维物体

的再现象。

由于物体微小变形前后两种状态下(或两个位置上〉的战前相干涉的结果， 在再现物体象上复盖一组干

涉条纹，子涉条纹突变区便对应着物体内部缺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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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分别用两次曝光法、实时法、实时条纹控制法配合压力差法及加热法加载使物体变形检验蜂窝结

构及迭层结构的内部缺陷，也用时间平均法配合晶体激振加载检验蜂窝结构的内部缺陷， 均得到良好的结

果。

我们的试验表明p 压力差法加载能较灵敏地显露缺陷。 蒙皮(或蒙皮加垫板) 2 毫米以下的胶接铝蜂窝

结构板，可发现直径 10 毫米以上的缺陷;蒙皮厚度 0. 3 毫米垫板厚度 0.5 毫米的股接铝蜂窝结构板p 可发现

蒙皮与垫板之间直径 5 毫米以上的缺陷;蒙皮厚度 0.3 毫米垫板厚度 1 毫米的胶接铝蜂窝结构板，可发现蒙

皮与垫板之间直径 3 毫米以上的缺陷。

在一系列实物解剖对比分析的实验基础上找出了根据室主皮厚度对无损检验测量结果进行近似修正的方

法p 其误差满足蜂窝迭层结构质量指标的要求。

要提高无损检验速度，必须提高一次照相面积;必须妥善解决实际产品加载方法;必须尽量缩短全息图

记录和处理的中间过程及缩短测量分析周期。

我们做了大面积照相实验p 用 10 毫瓦氮一氛激光器、 天津感光胶片厂的全息 I 型干板记录，一次照相面

积达 960 x 630 平方毫米，记录和处理的中间过程约 10 分钟。

针对实际产品长达数米的特点，我们探索了两种真空室一一带耳朵的真空室和气球布袋真空室。

为了进一步提高检验速度，我们除了采用光导热塑料底片作记录介质外p 还探索了用工业电视系统代替

记录介质直接在监示器上显示的方案， 目前虽然尚未得到预期的结果，但这是一个在工程检测方面极有前途

的方法。

光学信息处理的发展近况

中国科学院西安光机所 寺育林 寺东方 雷水潮

本文综述了光学信息处理的发展情况，特别是十多年来的发展近况。近年来，由于各种新技术的应用和

许多新器件的研制(包括激光器〉以及新的光敏材料和电子束记录材料的不断出现，光学信息处理已成为一

个新的重要研究课题，它有希望几乎对每一个科学技术领域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目前已引起世界各国的普

遍重视。

主要介绍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光学系统信息论的概念。用和电子学通讯的类比方法p 把光学系统视为

光学信号的传递通道或通道的集合，从而给出了光学系统(包括接收器在内)的空间信息容量的数学表达式。

第二部分是光学计算机和数字计算机的性能比较，以两者对比的方法叙述了光学计算方法的优越性。第三部

分实时处理。 从进一步发展和应用的眼光来看，最引人注目的成果，可能要算各种方式的实时成象处理及其

装备的出现。 这里扼要地介绍了按照输入数据性质的不同p 目前存在的光寻址的光调制器和电寻址的调制

苦苦这两种光阀的基本原理和特性p 也提到了普克尔斯读出光调制器(PROM)的工作原理和操作条件。最后

一部分谈了一下混合式处理p 把光学的和数字的电子学方法适当地结合起来， 相互补偿不足， 发挥各自所长，

更有效地解决信息处理中的实际问题p这可能是信息处理领域的发展趋势，有可挖据的巨大潜力。

光学一般性变换的理论和实验研究 ,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霍裕平 杨国拍 顾本源(理论部分) , 

307 组 (实验部分)

光学信息处理的理论基础是透镜的傅里叶变换作用。。 目前这个领域已有许多引人注目的进展， 例如对

， . ~43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