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 Ft!.生成氮的节化物 、 碳氢化合物等微量杂质对器

件寿命也fL习 j 茄响的。但从总í:~~驳结果看p 这不

是主旦的。

CO-C02 il合激光器基本上是一种以 CO 激光

介质为王P 充入少:ü1 CO2 气体的激光器。因此p 对于

研;hU长寿命密封 CO激光器的一些工艺同样适用，喜

如，使用~:~纯度气{札对放电管壁 、 电极进行前洗、烘

炜 、 其空除气等[5] 。此外p 需要选择合适的电极材

辈l， 以降低 CO 和 CO~ 的分解和其它化学反应。本

实验结果表明， CO-C02 复合激光器采用金电极p 能

获得较高的 co、CO2 输出功率和较长的工作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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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调制技术实现空间变化的光学逻辑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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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T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实现空间变化的光学逻辑运算方法，即空间各部分平行进行不同的逻弘运算. 这

种方法用。调制技术对输入的二元变E进行编码， 用空间滤ìEii.技术进行处理。

关键i司 e 调制，逻辑运算， 编码

用 θ 调制技术实现平行先学逻辑运算

用。调制技术对二元变量编码[飞

设一个灰阶图像被分成 N 个灰度等级。 可表示

为?
N 

l(x， ν) = ~ (n/N) ln(x, y) 

ln =O 或 1 (1) 

为了加快编码速度y 通常采用一种光f电混合方法。

1'f1像由电视摄像机记录p 输入到选择器中3 将不同

灰皮等级的罔像分别选出显示在电视显示器上，在

相机前放置一可旋转的光栅对某一灰度的图像进行

调制。

逻辑变量可以用二元变量表示。在光学中用黑

(不透明〉表示"0气用自(透明〉表示 "1"， 用θ 调制技

术对其编码即用一对正交光栅分别对"0"和"1"进行

调制(图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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幢图 1 e 调îti~编码原理

两个二元变盎 A、B 间的 逻~fj:运算可用一个

2x2 的真值函数表列出。 所有十六种基本逻辑运算

和其值函数之间的关系示于表1 。

实现逻辑运算的光学系统是二个 4f 系统的串

联p 也称 8f 系统〈罔 2) 。两个法:法面上分别设制不

同的滤波器就可以进行平行的光学逻辑运算。第一

滤波面上的法:以器是为了注:去光栅结构以免在第二

输入面上形成:w:尔条纹。第一滤议面上的烦谱成份

为

0，士。0' 土叫

在第一滤议面上设置小孔ìt2证器只让 Vo、 Vl 通过。这



褒 1 十六种基本逻辑运算所对应的逻辑真值表

100 O 。 。 。 。 。

1 10 。 。 1 1 。 。

[01 。 。 G 。

1 11 。 1 。 1 01 1 

输入A
A;I 

知 1 ~ìJ1面

/寸

图 2

IH^11二应该面上的频讷分布为

饨) VIJ 切。土 VO ， 妇。 土 V1> t'1 土 '1:0 ， V1 土 V1

兴中 Vo、 V1 /'S非衍M项， 盯。-Vo、 V1-切1 及切。+ V1、

V1+白。是主主项。频、i击分布与其值函数之间的关系

为

{f 同+1 01 (斗 '/.，'。一世1

110 件 V1- VO

1"]1仲心1斗 '01

在茹二诺:被面上选择适当的滤议器就可以得到所需:

~的运n形式。

二、空间变化的光学逻辑运算

设两个二元变flfÅ、B 分别被分成 Åh Å苟且、
马(图 3) 。 要求对两个对应的部分同时进行两种运

主r!

{ A1ANDBU 

A 2 XOR B2ø 

改:庄后的编码方式如图红的。 对 .Ah B1 和 Å2、 B2 分
另采用一对正交光栅编码。这里可以 把对 Å2、 B2 编
码:!~光栅看成是对 .A1、 B1 编码的光栅沿反时针方向

~.:(i 450

。实现光学运算的光学系统仍然是一个 8f

~统，但这时第一、第二古老:泣面上的频谱比原来复杂

。

1 

l 

。

1 1 。 1 

。 。 1 1 

O 。 l 

O 1 O 。 1 1 

..1, .d., 

l~ ~ O 

A ..1 1 
1@) ⑧。
OQIlIþ @ l 

Oq]JJþ (@l 

B , D~ B, B, 

G⑩急1
l@ ~O 

B I 
0 4TID ( 1 

1舍⑧。
(b ) 

l勾 3 多 ìiliill 编码町、.pr: rl

(α)一原始囚 (b)一编码罔

第一ilt:泣面上的话分旦为

0， 士 V10， 土 V11， 士 V20J 士 t'21

设计第一法、证器只让自10、 白11、 V!JO 、 t、 21 迈过而irB去其

他;原诺p 这样避免了在第二输入面上产生31尔条纹。

第二法:议面上的频谐分布为

自10， V11, V10 土 V10， 如10 土 V11， V口土。10， V11土 V11

V20 ， 但21> V20 土 V20， V20 土币21>但21土句0， Vn土 '1:21

其巾 ， V10 ， 但11， 句0， 'V但是非衍射项p 但10+ V山如11+

V10; 由20+V21， V21 +V2O; 但10- V10、 V2O-V切、 1.'11- V]1、

V21 - V 21 )证主叠项。频谐和其值函数之间的对应关

系为

l h+ 11 + 
1J1 件白O1-V11 13 1 仲℃ω-V21

110 仲切口- V10 ITo ( > V2l-" 四

月 1 伸由11+ 切11 Iî 1 < ) '1:21 +由21

空间两个对应部分的运算所对的丑值函数值为

rn = l 
.Â， ÅNDB，仲 ~ , 

• • l J4余为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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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刀。=1
Å o XOR B9 韩

其余为 0 。

因此， 第二滤被面上的滤波器应是只让自11+ 由11、

ti:lO - V21 , Vn -V~O通过的三个小孔。

图 4是空间变化的光学逻辑运算的频谱及结果

的实阶照片叫

国 4 空间j变化的光学逻辑运算和实验例子，该实

例是平行进行， AND 和lXOB 运算

(价0)一E厉7、k始f台?二元变i量a阁 (b阶)一芽第1一滤

(c)一第二滤波面 (à份)一实验结果

豆一般n%'f况下， A、 B 分别战分成 N 个部份

Ä"B‘ (i= l…N)， 各对应部分间进行不同的逻辑运

算， 记为

A， {L，}B， 也 =1…N。

由前面 N=2 时的特例， A，、矶的第j玛规定为

1 . Ah B1 的编码图如图 1:

2 . A" B， 的编码光栅是对 A1、 丛编码的光栅

jE反时针旋转乱;

3 θ卢(叫去。

实现主间变化的光学逻辑运算的光洛仍然是一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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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这时频情分布价况为于71一地波而 0，士刊。，

土vil oi =l…N。第一路议面上的比民在;jE允许 '!.'ra、

v;1(i~l … N )通过的 N 个小孔。 这样p 茹二能出面

上的频市为

问。，叫1， 切，0 土 1'(0，叫。士川1， t吨;1 土饥。，

V<1 土 V'l (i=l … N) 
这时其值函数与切、讲的对应关系为

l~o ←>v，o+ 't"ω 

1~1 钟 'ViO - P"l

l~o (~> t'" _ v", (i= l … N ) ;。仲 t飞1- V，O

l~ J 忡叭1+币'1

由前面对珩同的规定可知叫汪叫旋转仇后得到

的。因此 l' 所对应的频情位;72 二日;可以确定的。所

以， 对空间各对应;但分进行相应(I~逻辑运算就是没

E一定的小孔泌、波器使运竹所1:::;<:1'() 1!. = 1 所对应

的好)1汗迈过。

四、结束语

本文提出的编码方法p 使中}光学运界有更大 f勺

灵活性。但在进行多通道编码IH必须考虑光拙的分

辨率 . 否则各频谱有2叠的可能。因光-rê. ìls合系统

进行编码可以获得 100 线对以上的编码光栅，因此，

采用一般 E←Ne 激光作为光源p 主页、谱之间不会:

叠。这种编码除用于空间变化的光学逻 411 运算外，

还可应用于光学数字运算。但事先必须对输入信号

ill行编码3 然而考虑到平行运p.所获得的大怡，巳币

的输出3 仍不失为一可考虑的方法。

本文工作得到了西北工业大学物理实验主老师

的热的情助， 在此l'Jl表示衷心的山 ì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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