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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量计算全息相关滤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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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扼要地介绍了一种利用不很雯杂的计算绘图系统，获取用于汉字字

符识别的大数据量计算全息相关滤波器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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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p 相关原理用于识别技术取得了

一些有忘义的结果。光学方法和l数字方法的

发展形成了各自的特色。 前者处理的信息量

大，后者则表现出灵活性。但目前，既可灵活

选择处理的本征参数，也可实时并行处理大

量数据还不是纯光学或纯数字的方法所能胜

任的。

相关识别技术的关键在于滤波器。 与一

般数字滤披器相比，计算全息圆形式的匹配

注:波器(MSFCCGH)∞的信息盐较大，尚需

进行编码硬拷贝输出，所以如何获取大数ih

茧的计算全息相关滤波器p 是进行计算全息

相关识别时首先需解决的技术问题。考虑到

应}目前景，本文工作是在一套不很复杂的硬

件系统上完成的。

二、相关识别

相关理论对于模式识别具有最基本的指

导意义。在光学领域的应用表现在相干空 IEt

的匹配桂、波。 理论上，一个光学 1f 系纹中

的频语面滤波器满足

H(吼。)=kF气u ， 心)

时3 是可以得到最佳匹配相夫信号。其 中

F(μ3 心)是参考物函数 f(x ， y) 的的民变换，

k 是常数。

对某一输入物函数f(x， y) ， 在相关到的

输出应为ω

g(x' , y') =k' [jo(x , y ) (f)f(x , y) 

+η ( ，r ， y) 矿(-a::， -y) ] 

其中饥怡， y)表示牒J!7分布。 在 g(ω" y') 表

达式中，对于自相关， [!!J 

fo( :1", y) = f(x , y) 

第一项(相关项)将呈峰值态，表示输入物函

数与频谱面上设置的滤波信号相匹配，用以

作为识别;第二项(卷积项)是噪卢lJJ!'根据

Sêll飞\'arz 不生14:式可以证明，上述方法所选择

的 H(u， 心)将能得到L后大的科!天fii i!在比 ♀

上述理论工作的实施，若单纯采用却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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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其工作量对计算机来说显得太大了，其

中大部分的工作量是用来做 FF'r。而 Fli'T

运算对于光学相干系统来说可以瞬时完成。

所以ff 算全息相关滤波器的思路是一种折

衷， UiJ M8F (CGH) :'i~jM取由计算，饥及绘同仪

承担) f;'百二;反际以封Jj 过程的二次 FF'l'运算则在

光学系统上进行。

对于纹理结构相对简单的宇得类二维数

据，工ρhmannIII 编码技术[3J 用来作为频谱

输出朵适合的。

三、 MSF(CGH) 的制取

在确保达到识另Jj 目的前提下，MSF(CGH)

制取的硬件环挠的复杂程度将直接~响其应

用前景。

v!1件系统的框图如图 1 所示。其中选择

申行在式!斗的在于对数据进行控制传输，实

现协议化通信，这里的硬件支持是标准的

RS232-C 接口:虚线框表示非硬件所完成的

工作j 挝品输入仅能建立有确定解折关系的

图形的主{~文件，对和复杂的图形则需光电

棋数转换装宜(女n光电撮像管，显微密度计

等)。

同 l 硬件支j:f系统恒，

利用这一系统制取 MSF (CGH) 的流程

因如 r>.j ')吁示。

程序文件和数据文件输入到计算机后，

经过 FFT(自行编制)、 编码和规范化等一系

列运算后3 结果数据以通信形式传输至!J绘图

仪E垂， ~J 在通信过程中，绘图仪是作为伪文件

(l:':-sou({o fiJ e)被打开的。这里仅一般泣义上

的通信是难以满足要求的。对于大量(>3k)

通1，'[而来的效据，绘图仪的处理速度远慢于

.47‘-

因 2 :MSli' (CG .H) ;1í'JlT,(Ù .f'EITÐ 

计算机。这一差别表明了 )ill Hi协议的必要

性。 顺便说明一下p 一般一个汩子 (32 x 32) 

的运fl:结果均居过 20k。

在有门的地调整运行状态参数基础

上，调试了两种特别编制的迫而协议

(hannsbal.;jng) : 软件协议和 Xon/Xoff 协议。

其效果均较显若。 在元成这种大数缸里计算

全，弘固的输出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

四、结束语

当然，这种 MSF (CGH)在光学系统的实

际应用中还有新的课是J口附决。 但从上述己

完成的工作可以看出，的助一套不很复杂的

计算绘罔系统，引入4S'味的计算机通信技术

一一通信协议，是可以完成通常以光学方法

完成(t'J MSF 的四拷贝愉 !ll 这表明利用该

系统可以输出计算机所能处别的子仔呐 1iE

茧，女rr 归l简 i持分吐 (CHC) 等，从而使光学系统

在崎变(如有相对旋转)状态下的识别能力得

到很大时改善。
(下转第 4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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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由该罔可见， I也 ;.a I~o /Il0 的减小(即信

号光与泵浦光强接近可以比拟，或者 I10>

I~o) ， 响应时间加快。 与图 1(α)相比，该曲线

处于其未饱和1区域。

本实验所用品体是由上海硅酸盐所徐良

班同志提供的，在此特表示感谢。

古Ïf'20 
A 
11、

献

S. K . Kwong et αl. ， IEEE J. Quon t. Electr. , QE 

-22 (8) , 1508(1986) 

C. I'. O.W~钮， :\1.C. Cocr;;ill , []uc;.l!a a JI3T'Þ, 37 (劲，

2韭3(1983)

)1". V . Kukhbrev et α1. ， Ferroeleclrics , 22, 949 

(1979) 

~，I. Oarrascosa et α1. ， IEEE J. Qu.αnt . Elec!r. , QE 

-22(8) , 1369(1986) 

又考参

1 

2 

3 

4 

10 

的响应时间 τ0.9 与总光强的关系曲线。可

见p 在一定的光强比 I20/I10 下，随着马的增

加， τ0.0 单调下降。

3.3 响应时间与光强比 120/110 的关系

图 11 绘出了在实验中保持与不变情况

下响应时间 τ。.9 与光强比 I20/I10 的关系曲

内

J~a~O~O~O~.~O~.~.~.~.~.~Q~.~o~o~o~o~o~o~o~o~ø~o~o~ø~ø~o~o~ø~ø~，~ø~o~o~o~‘ 

2. 杨报室，<光学信，巴、处理州rlJ下大字出 21丰上 .1986) ,p.180 

3. 虞沮良 ， 金国:苔."计算机制企怠因>(清华大学出.'ú社 ，

北京， 1984). p. 38 

矗. X-Y p10杭er DXY 6880A operationa1 manual, 
Fublished by Roland 00 Oor[泪ration ' 198(;) 

5. L. J. Go1也tei丑， Advanced BASIO and f均四d for 

IBM-PO R. J. Brady 00. New York, (198公
p.201. 

(上接第 474 页)

在在工作完成过程中，庄松林、沈晓庆、

陈FF熙等同志曾给予不同形式的鼓励和协

助，在此致谢。

献

1. D. Casason~， Opt. En(l., 24(7) , 724(1!l85). 

文考参

莲
'
-
-
a

九
三
g
g

.4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