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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监测氯-铺激光波长的结果

次 数 测量结果 (nm) 精E、 ~10--6)

1 441.571 2.3 

2 441.570 。

3 441.572 4.6 

4 441.569 2.3 
r 

5 441.569 2.3 
‘ 

平均值 441.570 2.3 

准确值 441. 570[剑
~~ 

2日信l操比。用长 250m血的氮-氛激光器作标定激光

光源。

我们做了监测氮一氛激光和氨-锚激光波长的实

验，实验结果见表 1、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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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实现多通道全息干涉计量的简易方法

Abstract: A simple method for multiplexing holographic interferometry is proposed by 

means of angular orientation-Fourier holography. 

目前对于多通道全息术已经作了比较充分的研

究口41.这种技术对多种不同物体的记录和比较或对

同一物体的多种状态的记录与比较是十分有用的。

已经成功地用于干涉计量的多通道全息术有对记录

干板进行区域编码记录[lJ 和采用多路参考光进行编

码记录技术l句，实时全息术阳和夹层全息术问也可

以进行多状态全息干涉计量，但需要有精确的复位

装置和特殊的编码装置，技术上也很复杂。这里提

出一种实现多通道全息干涉计量的简易方法。

用￠调制傅里叶全息术实现多通道全息干涉计

量的记录装置如图 1。图中 E 为记录干板p放在一个

可绕水平轴 z 转动的架子上;参考光 B怡， ν〉为位于

O 

0 .. 
3 

S 

, 

图 l 傅里叶全息编码系统

S(O, 0, Bi) 

图 2 转动干板实现 φ调制的全息编码

E轴上的点光源 S所发出的球面光波， s 与 E 的距

离为 150， 物体 O 与干板E 的垂直距离等于参考光源

S到干板E 的距离， 物体中心 0... 到干板中心的连

线与 z 轴夹角为 此记录时，通过转动干板来实现份

调制全息编码(图 2)。干板每转动￠ 角后进行两次

曝光3 在两次曝光之间使物体的状态发生一次变化。

如果对同一物体的 n种状态进行记录与比较，记录

时要使干板转动 n-2 次p 每次转动的角度￠为

cþ=.~了 (1)
四- .l

并对干板进行 2仙一 1) 次曝光。 这时干板记录的光

强分布为:

.125. 



岭I y)= m~2 J O"， (x， ν) J2+2JR"，忡， ν) 12 

+R:，(笃， y)O""，(尘， ν〉

×呵{-i 号sin e 

x [xco阳一1)向岳阳-叫}
X [1+exp( -i4",)J 
+R", (x, y)Oom怡， ν〉

×饵P {i守 sin e 

x [xco巾-1)川剧m-叫)
x [1+exp(i4.刑)J (2) 

(2) 式中的 .11.. 为在第m和第 m+1 两种状态下物体

发生相对位移所引起的位相差。再现时P 用一束与参

考光共驼的相干光照射全息图，在干板的后方可同

时再现出 n-1个带有干涉条纹的物体的实象〈图的。

分析每个再现象的干涉条纹分布情况，可得出物体

在任何两个相邻状态下产生相对位移的大小。将所

分析的结果相加或相减可得出物体在任何两种状态

之间产生相对位移的大小阳。

根据傅里叶全息图的特点和针孔成象的原理，

可用激光器发出的近似准直的细光束直接照射全息

图。这时在全息图后方较大一部分空间范围内都能

得到清晰的再现象，象的大小与观察屏到全息图的

距离成正比。用这种方法使再现和观察变得十分方

便。

YI 

为了避免再现象相互重叠p 记录时物体到参考

光源 8~3g离 Xo 应满足下歹IJ关系z

Xn:;;;' d(n-1) 
0"'"一一一一

~ 

(3)式中的 d 为物体的宽度。

(3) 

图 4 是用￠调制傅里叶全息术对一块在七种不

同的力矩作用下产生弯曲变形的钢板进行多通道全

息记录的再现象。记录时 n=7， <þ =30 o , d=20mm , 

xo=50mm。图 4 中上半部的六个再现象为物休的

原始象p 下半部的六个再现象为物体的共领象p 中心

亮斑为再现光束.每个再现象中的干涉条纹分布情

况说明了铜板在相邻的两种不同力矩作用下产生相

对弯曲变形的情况。

图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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