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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光图象处理以其无噪声、 便于处理彩色图象和设备简便的特点而引起人们愈来愈大的

兴趣。它在平行光学处理、 复数滤波、 相关运算、逆滤波、 彩色档案存贮、 假彩色编码以及

三维显示等方面已取得了相当好的实际效果。然而，在这些实验中，待处理图象的编码是一

个尚需改进的关键技术。因为输出图象的逼真度和分辨率均受所用编码光栅的空间频率的限

制并且在多重信号处理时易生云纹。

我们曾提出用不同取向的矩形光睦调制激光散斑来代替光栅作图象的编码，并在实验中

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效果。本文则提出用激光象全息作图象的编码，然后在白光处理系统中实

现各种运算的原理和实验方法，并通过对白光系统中编码片的频谱分析导出参考光最佳角度

的计算公式。 理论计算和实验结果都表明，对于一定空间频率的图象，只要选取合适角度的

参考光作编码，则在编码和自光处理过程中将不损失原图象的分辨率。全息编码的另一优点

是输出图象中无云纹噪声并且输出图象的强度就是原图象的强度透过率而不象光栅编码那样

是原图象强度透过率的平方。

作为实例，本文给出两个实验结果1.用激光全息编码作白光平行光学处理和 2. 用

激光全息编码作彩色图象的档案存贮。

实验 1 是将两张透明片在全息编码系统中以不同。角的参考光编码到一张底片上，然后

将此编码片置于白光系统的输入面上，对两束入射白光分别作水平和垂直偏振滤波并在频谱

平面上作空间滤波，可在输出平面得到所需的图象，

实验 2是在全息编码系统中用 He-Ne 激光的红光和 Ar+ 激光的绿光将彩色透明片编码

在一张黑白胶片上，保存比编码的黑白片来代替易褪色的原片，需要再现时可在白光系统中

将此编码片进行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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