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光束扩展器扩展后，经物平面 P1 投射到 P2 平面

上。第二束光为参考光束，经由反射镜 M2_ 光束扩

展器 L2、反射镜 Ma、半透半反镜 M4 后，以和物光成

一小角度投射到马平面上。

首先在物平面 Pl 放置图片。1>经平行光照明

后得物光码，. 与参考光 fl(平行光束〉在 P2 平面相

迪生成全息图。记录全息图，经显影后3 仍放回原来

位置。

然后在物平面 P1 换上第二个图片白，得到物

光。2，与原参考光且同时照射马平面上的全息图，

出射的光波经物镜 L成象在 Pa 平面上，用光阑月

挡去物光。1 和 62 方向以外的光波，这样在 Pa 平面

上就可以得到 K(σ2-61) 形式的光波实象，从而实
现两束光波 62 和白的相减。

l江汉字相减实验为例，从"广东"两字中减去

"广n 字。首先以汉字"东"作为第一个物光制作全息

图 3 "东"字的全息图

图(图衍，然后以"广东"二字作为第二个物光(图约

和参考光同时照射全息图，在 Pa 的位置上即可得到

一个"广n字的图形输出(图的。

习、
图4 输入的图象

图 5 经全息图后输出的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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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实时法测量金属图板的变形

实时法是全息干涉术的一种方法，与全息干涉

术的双曝光法和时间平均法相比，有许多显著优点。

但因为在精确复位、胶膜收缩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因而应用不普遍。我们主要在精确复位方面做了些

工作。

实验光路图如图 1所示。 被测物体为一圆形铜

板p厚 4 毫米，亘径 90 毫米，被测部分直径 70 毫米。

将圆板用法兰固定在特制的气室前面，并将圆板的

被测部分涂上一薄层银粉。用气压从气室内施加均

布载荷。其他部件及曝光时的参物光比等，与普通

全息术所用相同， 只是采用了改进的实时底片架。

为了校核实时底片架的复位精度，我们将处理

好的全息照片放回底片架中。 一般情况下便可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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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无初始条纹。为了确定是否精确复位，可以轻微

地推动全息底片的某侧，如果出现忽隐忽现的条纹，

图 1 光路原理图

1一照相机 2一干板 3、9一反射镜 4、6一扩散钱;
5寸式样 7一光l洞 8一分光镜 10一激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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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1. 4 千克/厘米2 1. 3 千克/厘米2

c d 

1. 2 千克/厘米2 1. 1 千克/厘米1

e f 
1. 0 千克/厘米2 0. 9 千克/厘米2

g h 

0.8 千克/厘米2 0 . 7 千克/厘米'

0.6 千克/厘米 0.5 千克/厘米2

图 2 不同压强时的干涉条纹图

则说明是精确复位了b

布置好光路后，在气室压强为 1 . 5 千克/厘米2

时拍摄全息照片p 将底片处理并复位。用照相机依

次记录气室压强从1.5 干克/厘米2变到 0.5千克/1豆

米2(以一0.1 千克/厘米2的梯度变化)时的干涉条纹

图案。其结果如图 2所示。图 3 是图 2-j 的放大。

之后将压强反复变化， 同时进行观测p 发现重复性相

当好。

图 4 是气室压强从1.5 千克/厘米2 变到 0 . 5 千

克/厘米2 时圆板垂直方向变形分量沿径向的分布曲

线。

、

阁 3 压强从1.5 千克/厘米2 变化到 0 .5 千克/厘米9

时回板的变形条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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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圆板中心变形曲线

图中一条为实验曲线，其他两条分别是固支和

简支时的薄板变形理论曲线山。

严格说来，圆板变形是个三维问题，要解决三维

问题，必须得到三个不同方向的分量，因而需要三套

全息光路。为简单计，我们只计算，圆板垂直方向的

变形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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