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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构建了无透镜傅里叶变换数字全息实验系统，实现了对一组生物样品特别是活体细胞的高保真度定量相衬

成像。系统的简单性在于其数值再现过程只需直接对全息图进行一次快速傅里叶变换，而对由此引入到相位像中

的畸变，则采用两步相减法予以校正。成像物体首先选用家蚊口器和洋葱表皮细胞的生物教学样片，进而使用无

标记的活体宫颈癌细胞。实验中，不仅观察到了静态生物样品清晰的形态，而且观察到活体细胞形态的动态变化，

充分表明了数字全息显微术应用于生物样品相衬成像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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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数字全息的迅猛发展使其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

关注［１～６］，其应用范围也实现了广泛的拓展［７～９］。

尤其是近年来生物医学的发展，推动了在生物细胞

尺度上观测技术的发展，而数字全息显微术无损、实

时、可获得定量相位分布的特点恰好成为其在生物

样品成像上的优势［１０～１４］。活体生物细胞一般为透

明结构，因此其相位图像能提供更多独特的信息。

不同于已有的相衬成像方法，数字全息技术不需要

对活体生物样品进行标记、固定等处理就可获得观

察对象定量的振幅和相位分布，从而实现对透明生

物样品的成像并进行定量分析。数字全息技术还可

以实现对生物样品形态的动态监测，继而可能用于

获取细胞动态特性、细胞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细胞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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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的反应等信息，期望为早期医学诊断和药物设

计等提供一定的分析评价依据［３，１０，１５］。

无透镜傅里叶变换数字全息系统［１６～１８］光路简

单，全息图的数值再现只需在计算机中进行一次快

速傅里叶变换，因此本文选用这套光路进行实验。

理论分析表明，用这种再现算法获取的物体振幅信

息是准确的，但其对应的相位像存在畸变。校正该

相位畸变通常需要精确测量记录距离和参考光的偏

置等参数，但在实验中得到的这些参数往往达不到

相应的精度要求。为此，采用两步相减法［１９］来校正

该相位畸变。两步相减法的原理是分别记录物体存

在和不存在两种情况下的两幅全息图，获得其相位

分布再进行相减，即可得到没有畸变的相位图像。

本文首先选用了家蚊口器和洋葱表皮细胞的生物教

学样片作为成像物体，而后使用了无标记的活体宫

颈癌细胞进行实验。实验中，不仅观察到了静态生

物样品清晰的形态，还观察到活体细胞的形态及其

动态变化。

２　原　　理

２．１　无透镜傅里叶变换数字全息图的记录和再现

无透镜傅里叶变换数字全息的记录光路如图１

所示，（狓０，狔０）为物体所在平面的坐标，（狓，狔）为探

测器（ＣＣＤ）光敏面上的坐标，这也是全息图平面。

设物体的复振幅透射率为狋（狓０，狔０），参考点源与物

体位于同一平面上，在狓０方向上偏置距离为犪，在狔０

方向上偏置距离为犫，犱为物平面到ＣＣＤ平面的距

离，即为记录距离。

使用单位振幅平面光波垂直照明物体，在傍轴

近似下，根据菲涅耳衍射积分公式，可得ＣＣＤ平面

上物光场分布为

犗（狓，狔）＝ｅｘｐｊ
犽
２犱
（狓２＋狔

２［ ］）×

∫∫
∞

－∞

狋（狓０，狔０）ｅｘｐｊ
犽
２犱
（狓２０＋狔

２
０［ ］）×

ｅｘｐ －ｊ
２π

λ犱
（狓狓０＋狔狔０［ ］）ｄ狓０ｄ狔０，（１）

若设

狋′（狓０，狔０）＝狋（狓０，狔０）ｅｘｐｊ
犽
２犱
（狓２０＋狔

２
０［ ］），（２）

和

犜′
狓

λ犱
，狔
λ（ ）犱 ＝犉［狋′（狓０，狔０）］， （３）

式中犉表示傅里叶变换运算，则（１）式可以简化为

犗（狓，狔）＝ｅｘｐｊ
犽
２犱
（狓２＋狔

２［ ］）犜′ 狓

λ犱
，狔
λ（ ）犱 ．

（４）

图１ 无透镜傅里叶变换全息记录光路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ｔｈｅ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ｌｅｎｓｌｅｓｓＦｏｕｒｉ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ｙ

　　参考点源发出的球面波作为参考光，在ＣＣＤ平

面上的光场分布为

犚（狓，狔）＝ｅｘｐｊ
犽
２犱
（狓２＋狔

２［ ］）ｅｘｐｊ２πλ犱（犪狓＋犫狔［ ］）．
（５）

ＣＣＤ采集到的全息图是物光和参考光相干干涉所

形成的光场强度分布，为

犐（狓，狔）＝ 犗（狓，狔）
２
＋ 犚（狓，狔）

２
＋

犗（狓，狔）犚（狓，狔）＋犗（狓，狔）犚（狓，狔）． （６）

继而，把全息图在计算机中进行数字后处理，即实现

全息图的数值再现。根据（６）式，全息图再现结果将

包含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前两项形成的零级像，位于

坐标原点，第二和三部分是由（６）式的第三和第四项

形成的原始像和共轭像，相对坐标原点对称偏置。

合理安排实验条件，可使这三项相互分离。

为简化，仅分析感兴趣的产生原始像的项，对应

（６）式的第三项。由（４），（５）式得

７０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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犗（狓，狔）犚（狓，狔）＝

犜′
狓

λ犱
，狔
λ（ ）犱 ｅｘｐ －ｊ

２π

λ犱
（犪狓＋犫狔［ ］）， （７）

可见，全息图记录到的是如（２），（３）式所示的物体与

一个二次相位因子乘积的频谱再乘上一次线性相位

因子，其中的一次线性相位因子只会引起再现像的

平移。因此，无透镜傅里叶变换数字全息的再现过

程只需直接对全息图做一次傅里叶变换，若赋予其

尺度因子犳狓＝狓／（λ犱），犳狔＝狔／（λ犱），则再现的复振

幅分布为

犝１（狓′，狔′）＝∫∫
∞

－∞

犜′
狓

λ犱
，狔
λ（ ）犱 ｅｘｐ －ｊ

２π

λ犱
（犪狓＋犫狔［ ］）ｅｘｐ －ｊ２πλ犱（狓′狓＋狔′狔［ ］）ｄ狓ｄ狔＝

（λ犱）
２狋′（－狓′，－狔′）×δ（－狓′－犪，－狔′－犫）． （８）

对原坐标系进行１８０°反转，得到新的坐标为（狓″，狔″），并把（２）式代入，则

犝１（狓″，狔″）＝ （λ犱）
２狋（狓″－犪，狔″－犫）ｅｘｐｊ

犽
２犱
［（狓″－犪）

２
＋（狔″－犫）

２｛ ｝］． （９）

　　分析（９）式的再现结果可知，如果直接对无透镜

傅里叶变换数字全息图进行一次傅里叶变换，则其

振幅再现结果是中心在（犪，犫）的准确原物体分布，但

其相位分布是不正确的，出现了二次相位畸变，对于

高精度相衬成像，需要对该畸变予以校正。

２．２　两步相减法校正相位畸变

保持所有的实验条件不变，只去除掉物体，再记

录一幅全息图进行再现，′犝１（狓″，狔″）表示此时再现得

到的原始像的复振幅，则

′犝１（狓″，狔″）＝

（λ犱）
２ｅｘｐｊ

犽
２犱
［（狓″－犪）

２
＋（狔″－犫）

２｛ ｝］，（１０）
可见，其振幅再现结果应为均匀的，但其相位分布与

（９）式中造成物体相位畸变的一样，因此分别得到

犝１（狓″，狔″）和 ′犝１（狓″，狔″）相位后再进行相减，即可得

到没有畸变的物体的相位图像。如果物体的轴向光

学厚度超过一个波长，则此时得到的是包裹着的相

位图像，进一步可选用最小二乘法进行相位解包裹，

最终得到解包裹的物体的相位图像。

３　实验结果

搭建了一套无透镜傅里叶变换数字全息实验装

置，其光路结构如图２所示。激光器为相干公司

Ｖｅｒｄｉ５激光器，最大输出功率为 ５ Ｗ，波长为

５３２ｎｍ，该激光器发出的光经偏振分束棱镜（ＰＢＳ）

分成两束，每束光均经过扩束滤波系统（ＢＥ）分别作

为物光和参考光，两个半波片（λ／２）与偏振分束棱镜

配合使用，可实现物光和参考光光强比的调节，还可

保证两路光偏振态一致。物体前面的光阑用来限制

照射到物体上的光斑尺寸。参考光通过一个２５倍

显微物镜（ＭＯ）产生点光源，和透过物体的物光，被

消偏振合束棱镜（ＢＳ）合束，其干涉图样被ＣＣＤ记录，

从而完成数字全息图的记录过程。所使用的Ｄａｌｓａ

公司的ＣＣＤ分辨率为４０１６ｐｉｘｅｌ×２６７２ｐｉｘｅｌ，每个像

素大小为９μｍ×９μｍ。无透镜傅里叶变换全息要求

点光源和物体到ＣＣＤ的距离相同，该距离即为记录

距离。ＮＦ为连续衰减片，可用于进一步调节物光和

参考光的光强比。

图２ 无透镜傅里叶变换数字全息实验光路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

ｌｅｎｓｌｅｓｓＦｏｕｒｉ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ｄｉｇｉｔａｌ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ｙ

３．１　生物样品教学样片成像

首先选用家蚊口器的生物教学样片作为成像物

体，记录距离为１２．１ｃｍ，ＣＣＤ记录得到全息图，全

息图 经 裁 剪 成 正 方 形，大 小 为 ２６７２ ｐｉｘｅｌ×

２６７２ｐｉｘｅｌ，如图３（ａ）所示。然后，在计算机中进行

数值再现，全息图直接经一次快速傅里叶变换得到

的全视场振幅再现像如图３（ｂ）所示。再现像的像素

大小与全息图像素大小之间存在约束关系Δ狓′＝

λ犱／（犕Δ狓），Δ狔′＝λ犱／（犖Δ狔）（Δ狓和Δ狔为ＣＣＤ的

像素大小，犕和犖 为全息图总的像素数），由此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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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像的像素大小为２．６７μｍ。这里需要指出，由

于家蚊口器的生物样片是被标记、固定的，不是完全

透明的，因此振幅像中也可得到物体的像。截取出

右上角的原始像如图３（ｃ），其对应的包裹相位分布

如图３（ｄ），可清楚地看到偏置了的环状条纹，对应

（９）式中的二次相位因子。继而在实验光路中去掉

物体，得到相应的全息图、全视场振幅再现像、原始

像和对应的包裹相位图像如图３（ｅ）～（ｈ）所示。根

据两步相减去畸变法，用图３（ｄ）的相位减去图３（ｈ）

的相位得到包裹的相位图像如图３（ｉ）所示，再使用

最小二乘法解包裹，并最终得到解包裹的相位图像

如图３（ｊ）所示。可见，得到了基本没有畸变的高质

量的相位图像，且分辨率高，可看清家蚊口器的细

节，其最精细的结构为２４μｍ左右。

图３ 家蚊口器教学样片的实验结果。（ａ）～（ｄ）物体存在时的全息图、全视场振幅再现像、原始像、包裹相位图像，（ｅ）～

（ｈ）物体不存在时的全息图、全视场振幅再现像、原始像、包裹相位图像，（ｉ）两步相减法去畸变后包裹的相位图像，

　　　　　　　　　　　　　　　　　　　（ｊ）解包裹的没有畸变的相位图像

Ｆｉｇ．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ｍｏ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ｓｋｅｅｔｅｒｓａｍｐｌｅｐｌａｔｅ．（ａ）～（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ｔｈｅ

ｈｏｌｏｇｒａｍ，ｔｈ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ｉｍ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ｆｉｅｌｄ，ｔｈｅｒｅａｌ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ｔｈｅｗｒａｐｐｅｄｐｈａｓｅｉｍａｇｅ，（ｅ）～

（ｈ）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ｂｓ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ｔｈｅｈｏｌｏｇｒａｍ，ｔｈ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ｉｍ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ｆｉｅｌｄ，ｔｈｅｒｅａｌ

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ｔｈｅｗｒａｐｐｅｄｐｈａｓｅｉｍａｇｅ，（ｉ）ｔｈｅｗｒａｐｐｅｄｐｈａｓｅｉｍａｇｅａｆｔｅｒ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ｔｗｏｓｔｅｐｓｕｂ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ｊ）ｔｈｅｕｎｗｒａｐｐｅｄｆｒｅｅｏｆａｂｅｒｒａｔｉｏｎｐｈａｓｅｉｍａｇｅ

　　改换洋葱表皮细胞的生物教学样片作为成像物

体，同样运用上述的方法进行实验和数值再现，得到

了很好的再现结果，如图４所示，洋葱表皮细胞的细

胞壁和细胞核清晰可见。

图４ 洋葱表皮细胞生物教学样片的实验结果。（ａ）振幅

再现像，（ｂ）解包裹的没有畸变的相位图像

Ｆｉｇ．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ｅｐｉｄｅｒｍａｌｃｅｌｌｓｏｆｔｈｅ

ｏｎｉｏｎ ｓａｍｐｌｅｐｌａｔｅ． （ａ）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ｉｍａｇｅ，（ｂ）ｔｈ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ｆｒｅｅｏｆ

　　　　　ａｂｅｒｒａｔｉｏｎｐｈａｓｅｉｍａｇｅ

３．２　活体宫颈癌细胞成像

实验中所用的宫颈癌细胞是在培养皿中培养

的，由于细胞贴壁生长的特点，因此大部分细胞都伏

贴于培养皿中的盖玻片上，待细胞长成单层，即可用

来观察。实验中不仅观察到静态活体细胞清晰的贴

壁状态，而且观察到活体细胞形态在消化过程中从

贴壁到脱落的变化。

３．２．１　静态活体细胞形态观察

把伏贴有细胞的盖玻片从培养皿中取出，盖于

图５ 观察静态活体细胞时样片制作示意图

Ｆｉｇ．５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ｔｈｅ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ｓａｍｐｌｅｐｌａｔｅ

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ｃｌｉｖｉｎｇｃｅｌｌｓ

载玻片上制成样片，如图５所示。然后把这个样片

置于光路中即可观察细胞的形态。随着细胞离开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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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液时间的延长，细胞就慢慢濒临死亡，可以观察到

细胞边缘渐渐模糊的过程，但该过程持续时间长、变

化小，不易观察。

实验中记录距离约为８．９ｃｍ，再现像的像素大

小约为１．９７μｍ，观察到的静态细胞的相位分布如

图６（ａ）所示，其贴壁状态清晰可见。为了对比，还

图６ 静态活体宫颈癌细胞形态对比。（ａ）数字全息显微

术得到的细胞形态，（ｂ）常规相衬显微镜观察到的

　　　　　　　　细胞形态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ｆｏｒｔｈ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ｃ

ｌｉｖｉｎｇ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ｃｅｌｌｓ． （ａ） ｐｈａｓ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ｔｈ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 （ｂ）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ｌｌｓ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ｈ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

给出了常规相衬显微镜下观察到的细胞形态，显微

镜的放大倍率为１００，如图６（ｂ）所示，可见其形态和

图６（ａ）是类似的，但数字全息显微术能够提供定量

的相位信息和进行可靠的结构分析，这也是数字全

息显微术的优势所在。需要说明的是，这两幅图对

样片所成像的区域不同。

３．２．２　活体细胞形态变化观察

首先把培养液从培养皿中吸出，接着用ＰＢＳ洗

液清洗培养皿两遍，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洗掉细胞

上残留的血清。然后，把盖玻片取出，盖到载玻片

上，此时盖玻片和载玻片之间留有约１ｍｍ厚的空

间，如图７所示，最后在该小空间加入胰酶，便可观

察快速的细胞形态变化，即细胞由贴壁状态到慢慢

脱落变成圆形的过程。实验结果如图８所示，这里

分别显示了０，２，７，１６，６０ｍｉｎ时细胞的相位分布，

可观察到细胞形态的动态变化过程，例如方框中的

两个细胞，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看到它们逐渐变圆

并最终分离的过程。

图７ 观察细胞形态变化时样片制作示意图

Ｆｉｇ．７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ｔｈｅ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ａｍｐｌｅｐｌａｔｅｔｏ

ｏｂ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ｅｌｌｓ

图８ 活体宫颈癌细胞形态随时间的变化。（ａ）０，（ｂ）２ｍｉｎ，（ｃ）７ｍｉｎ，（ｄ）１６ｍｉｎ，（ｅ）６０ｍｉｎ

Ｆｉｇ．８ 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ｌｉｖｉｎｇ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ｃｅｌｌｓ．（ａ）０，（ｂ）２ｍｉｎ，（ｃ）７ｍｉｎ，

（ｄ）１６ｍｉｎ，（ｅ）６０ｍｉｎ

４　结　　论

构建了用于生物样品测量的无透镜傅里叶变换

数字全息系统，通过直接对全息图进行一次傅里叶

变换的数值再现方法结合两步相减法校正相位畸

变，实现了对一组生物样品高保真度的定量相衬显

微成像。所使用的生物样品包括家蚊口器和洋葱表

皮细胞的生物教学样片，以及活体宫颈癌细胞，特别

是观察到该活体细胞形态的动态变化。研究结果充

分表明数字全息方法在对透明的生物样品相衬成像

方面的适用性和优越性。同时，对活体细胞形态的

动态观测为生物医学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观测手段，

期望为早期医学诊断和药物设计等提供一定的分析

评价依据，这将具有一定的意义和应用前景。在下

一步工作中，将引入预放大，进一步提高再现相位图

像的空间分辨率，测量活体细胞内部结构和相关生

理参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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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怡姝老师和肖向茜老师提供的活体宫颈癌细胞，

更感谢她们在生物样品制备和特性等相关知识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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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９２



１１期 赵　洁等：　数字全息显微术应用于生物样品相衬成像的实验研究

参 考 文 献
１Ｅ． Ｃｕｃｈｅ， Ｐ． Ｍａｒｑｕｅｔ， Ｃ． Ｄｅｐｅｕｒｓｉｎｇｅ．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ａｎｄ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ｐｈ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ｂｙ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Ｆｒｅｓｎｅｌｏｆｆａｘｉｓｈｏｌｏｇｒａｍｓ［Ｊ］．犃狆狆犾．

犗狆狋．，１９９９，３８（３４）：６９９４～７００１

２Ｉ．Ｙａｍａｇｕｃｈｉ．Ｐｈａｓｅｓｈｉｆｔｉｎｇｄｉｇｉｔａｌ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ｙｗｉｔｈ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ｙ ［Ｃ］． 犛犘犐犈， １９９９，

３７４９：４３４～４３５

３Ｄ．Ｃａｒｌ，Ｂ．Ｋｅｍｐｅｒ，Ｇ．Ｗｅｒｎｉｃｋｅ犲狋犪犾．．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 ｆｏｒ 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ｌｉｖｉｎｇｃｅｌ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犃狆狆犾．犗狆狋．，２００４，４３（３６）：６５３６～６５４４

４Ｄａｙｏｎｇ Ｗａｎｇ，ＪｉｅＺｈａｏ，ＦｕｃａｉＺｈａｎｇ犲狋犪犾．．Ｈｉｇｈｆｉｄｅｌｉｔｙ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ｓｔｅｐＦｒｅｓｎｅｌ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ｈｏｌｏｇｒａｍｓ［Ｊ］．犃狆狆犾．犗狆狋．，２００８，

４７（１９）：Ｄ１２～Ｄ２０

５ＤｉＪｉａｎｇｌｅｉ，ＺｈａｏＪｉａｎｌｉｎ，Ｆａｎ Ｑｉ犲狋犪犾．．Ｐｈａｓｅ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

ｗａｖｅｆｒｏｎｔ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ｇｉｔａｌ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Ｊ］．

犃犮狋犪犗狆狋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０８，２８（１）：５６～６１

　 邸江磊，赵建林，范　琦 等．数字全息显微术中重建物场波前的

相位校正［Ｊ］．光学学报，２００８，２８（１）：５６～６１

６Ｗａｎｇ Ｈｕａｙｉｎｇ，Ｗａｎｇ Ｇｕａｎｇｊｕｎ，ＺｈａｏＪｉｅ犲狋犪犾．．Ｉｍａｇｉｎｇ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Ｊ］．犆犺犻狀犲狊犲

犑．犔犪狊犲狉狊，２００７，３４（１２）：１６７０～１６７５

　 王华英，王广俊，赵　洁 等．数字全息显微系统的成像分辨率分

析［Ｊ］．中国激光，２００７，３４（１２）：１６７０～１６７５

７Ｍｄ． Ｍｏｓａｒｒａｆ Ｈｏｓｓａｉｎ， Ｃｈａｎｄｒａ Ｓｈａｋｈ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ｉｎ ｌａｍｉｎａｒｆｒｅｅ 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ｖｅ ｆｌｏｗ ｕｓ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ｙ［Ｊ］．犃狆狆犾．犗狆狋．，２００９，４８（１０）：１８６９～１８７７

８Ｍ．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Ｅ．Ｙｖｅｓ，Ｓ．Ｅｄｕａｒｄｏ犲狋犪犾．．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ｂｙｄｉｇｉｔａｌ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Ｃ］．

犛犘犐犈，２００６，６２８０：６２８００Ｖ

９ＶｉｊａｙＲａｊＳｉｎｇｈ，ＪｉａｎｍｉｎＭｉａｏ，ＺｈｉｈｏｎｇＷａｎｇ犲狋犪犾．．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ＭＳｄｉａｐｈｒａｇｍｕｓｉｎｇｔｉｍ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ｉｎｌｉｎ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ｙ［Ｊ］．犗狆狋．犆狅犿犿狌狀．，２００７，２８０（２）：２８５～２９０

１０Ｂ．Ｋｅｍｐｅｒ，ＧｅｒｔｖｏｎＢａｌｌｙ．Ｄｉｇｉｔａｌ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ｆｏｒ

ｌｉｖｅｃｅｌ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Ｊ］．犃狆狆犾．犗狆狋．，

２００８，４７（４）：Ａ５２～Ａ６１

１１Ｔ．Ｃｏｌｏｍｂ，Ｅ．Ｃｕｃｈｅ，Ｆ．Ｃｈａｒｒｉèｒｅ犲狋犪犾．．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ｆｏｒａｂｅｒ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ｇｉｔａｌ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ｈａｐｅ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Ｊ］．犃狆狆．犗狆狋．，

２００６，４５（５）：８５１～８６３

１２Ｂ．Ｒａｐｐａｚ，Ｐ．Ｍａｒｑｕｅｔ，Ｅ．Ｃｕｃｈｅ犲狋犪犾．．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ｅｌｌｍｏｒｐｈｏｔｏｍｅｔｒｙｏｆｌｉｖｉｎｇ

ｃｅｌｌｓｗｉｔｈｄｉｇｉｔａｌ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Ｊ］．犗狆狋．犈狓狆狉犲狊狊，

２００５，１３（２３）：９３６１～９３７３

１３Ｄｏｎｇ Ｋｅｐｉｎｇ， Ｑｉａｎ Ｘｉａｏｆａｎ， Ｚｈａｎｇ Ｌｅｉ犲狋 犪犾．．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ｓｔｕｄｙｆｏｒｃｅｌｌｓ［Ｊ］．犃犮狋犪 犘犺狅狋狅狀犻犮犪

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０７，３６（１１）：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董可平，钱晓凡，张　磊 等．数字全息显微术对细胞的研究［Ｊ］．

光子学报，２００７，３６（１１）：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１４ＱｉａｎＸｉａｏｆａｎ，ＤｏｎｇＫｅｐ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Ｌｅｉ犲狋犪犾．．Ｓｔｕｄｙｏｎｃｅｌｌｓｂｙ

ｕｓｅ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Ｊ］．犃犮狋犪犘犺狅狋狅狀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

２００７，３６（７）：１３１８～１３２１

　 钱晓凡，董可平，张　磊 等．反射式数字全息显微术对细胞的研

究［Ｊ］．光子学报，２００７，３６（７）：１３１８～１３２１

１５Ｂ．Ｋｅｍｐｅｒ，Ｄ．Ｄ．Ｃａｒｌ，Ｊ．Ｓｃｈｎｅｋｅｎｂｕｒｇｅｒ犲狋犪犾．．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ｌｉｖｉｎｇｐａｎｃｒｅａｓｔｕｍｏｒｃｅｌｌｓｂｙｄｉｇｉｔａｌ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

［Ｊ］．犑．犅犻狅犿犲犱．犗狆狋．，２００６，１１（３）：０３４００５

１６Ｄ．Ｄｉｒｋｓｅｎ，Ｈ．Ｄｒｏｓｔｅ，Ｂ．Ｋｅｍｐｅｒ犲狋犪犾．．ＬｅｎｓｌｅｓｓＦｏｕｒｉｅｒ

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ｙｆｏｒｄｉｇｉｔａｌ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ｙｏｎ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Ｊ］．犗狆狋犻犮狊犪狀犱犔犪狊犲狉狊犻狀犈狀犵犻狀犲犲狉犻狀犵，２００１，３６（３）：

２４１～２４９

１７ＪｉｅＺｈａｏ，ＤａｙｏｎｇＷａｎｇ，ＨｕａｙｉｎｇＷａｎｇ犲狋犪犾．．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ｌｅｎｓｌｅｓｓＦｏｕｒｉ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ｙｆｏｒ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ｍａｇｉｎｇ

［Ｃ］．犛犘犐犈，２００７，６７２３（１）：６７２３０Ｎ

１８ＬüＸｉａｏｘｕ，Ｚｈａｎｇ Ｙｉｍｏ，ＺｈｏｎｇＬｉｙｕｎ犲狋犪犾．．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 ｐｈａｓｅ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ｃｏａｘｉａｌｌｅｎｓｌｅｓｓ Ｆｏｕｒｉｅ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ｙ［Ｊ］．犃犮狋犪犗狆狋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０４，２４（１１）：１５１１～１５１５

　 吕晓旭，张以谟，钟丽云 等．相移同轴无透镜傅里叶数字全息的

分析与实验［Ｊ］．光学学报，２００４，２４（１１）：１５１１～１５１５

１９Ｐ．Ｆｅｒｒａｒｏ，Ｓ．Ｄ．Ｎｉｃｏｌａ，Ａ．Ｆｉｎｉｚｉｏ犲狋犪犾．．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ｗａｖｅｆｒｏｎｔ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ｉｎｄｉｇｉｔａｌ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ｃｏｈｅｒｅｎｔ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ｆｏｒ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ｐｈ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ｍａｇｉｎｇ［Ｊ］．犃狆狆犾．

犗狆狋．，２００３，４２（１１）：１９３８～１９４６

１１９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