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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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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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信号进行特征识别;改善各种成象仪器的成象质量，消除由于系统或元件本身的象差、离焦、大气扰动、

成象仪器.与物体之间相对运动所造成的图象模糊;处理综合孔径雷达收集的大量数据等等。光学信息处理

装置有时也称作"相干光模拟计算机"。近几年来，京展迅速p 每年召开一次国际专业会议报导"光计算"领域

的研究成果。

然而p 利用透镜进行傅里叶变换的功能仅能处理空间平移不变的点扩展函数的问题p实际上遇到的大量

问题的点扩展函数是空间平移可变的，这时傅里叶变换就无能为力了。为tt，我们进行了关于光学一般性变

换的理论研究，取得了初步的结果。根据该理论，利用光学系统不仅可以实现傅里叶变换，并且原则上可以

实现诸如 Mellin 变换、 Walsh 变换等更一般性的变换。具体地说p 处理结果包括 (1)提出和讨论了采用多

个位相型空间调制器实现一般线性变换的可能性 (2)提出和讨论了为实现给定变换设计位相型空间调制

器系统的方法 (3)提出和讨论了给定变换求相应逆变换的方法。这些理论问题的进展可用于扩大现有光

学信息处理系统的能力。

我们进行了与部分理论有关的实验工作(即给定变换求相应逆变换〉。从理论上讲，任一个光学变换系

统及其逆变换系统应构成完整的成象系统。在实验上p 以单个位相型空间调制器为例， 较好地验证了理论结

果。

非线性光学变换实现图象的假色编码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张洪钧 戴建华 张家事|

在图象信息处理领域中，非线性变换有重要应用。过去p 非线性变换只能由电子计算机实现。光学处理

系统一般只能实现线性变换。 · 近几年来，出现了半色调预处理方法，使光学处理在非线性变换方面取得了很

大进展。 半色调方法在印刷工业中已有上百年历史，它能把一个连续色调图象变成由黑白线条阵(一维〉或

点阵(二维〉组成的两个色调(二进制〉的图象。 这与通信论中的脉宽调制十分类似。显然，只要半色调钱

阵或点阵的周期足够小，满足抽样定理』就不会丢失图象的任何信息。 半色调预处理是经过原始图象对极

高 γ胶片进行翻拍来完成的P 只是在图象与胶片之间放进一个特殊的半色调屏(一维阶梯形周期密度分布的

声七通过控制曝光量来控制密度限幅高低p 使得最后得到的半色调照片的线宽 b 是原始图象的密度函数:

ω川阳平)
、其中 D， 是半色调屏的密度分布， I-in 是原始图象的光强分布， Ic 是限幅光强值。上式可见， b 决定子所设计

半色调屏 D， 分布和对胶片所取限幅值 lc。

经过预处理后的半色调照片作为输入片p 进一步在光学处理系统中进行处理。半色调照片的局部振幅

透过率为

t(←川ωt(:) ⑧[~ comb (:)J 
其中⑧为卷积符号， a 为半色调屏的周期p 经透镜傅里叶变换，其空间颇i曾为:

F[t但)J= (击)[ò (f,,) - b sin cω∞mb(af，， )J 

' ‘ = (忐)[δω-i豆 δ (f"一号)s叫 n ~)J 
其中 λ 为光波波长， F 为透镜焦长。只要满足抽样定理，图象信息集中在各衍射级

f，， =O， 士 tp 土号 ... ~ 

等附近小区域内，而不互相重迭。用狭缝可取出所需衍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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