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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传统Ｇａｂｏｒ同轴全息中的直透参考光波与衍射物光波空间重叠，因而无法实现相移干涉。针对这一问题，

提出了一种在Ｇａｂｏｒ同轴全息中引入相移的数字全息方法。根据空间频谱域中不同频率分量空间分离的特点，通

过在４犳系统的频谱面上采用纯相位空间光调制器对空间频谱的零频分量（直透参考光波）单独进行相位调制实现

相移干涉，然后利用相移干涉算法得到再现像。理论分析和实验结果表明，基于４犳系统的Ｇａｂｏｒ同轴相移数字全

息方法可以在保留Ｇａｂｏｒ同轴全息光路简单、受环境振动和空气扰动影响小、对光源相干性和记录器件空间分辨

率要求较低等优点的基础上，消除直流项和共轭像的影响，提高了再现像质量。

关键词　全息；傅里叶光学；Ｇａｂｏｒ同轴数字全息；相移干涉测量术；光学４犳系统；空间光调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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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近年来，随着面阵光电探测器件性能的不断提高，有关数字全息技术及其在生物医学显微成像与检测、

光学干涉测量、三维物体显示、光学图像加密、颗粒场检测及流体动力学分析等方面的应用研究得到了飞速

发展［１～４］。Ｇａｂｏｒ同轴全息
［５］最大的优点是不需要采用分束器引入参考光波，直透参考光波和衍射物光波

经历相同的路径或光学器件，光路简单，受环境振动和空气扰动影响小，且对光源的相干性和记录介质（或器

件）的空间分辨率要求较低；其缺点是再现光波场中的直流项和共轭像与再现像在空间上重叠，从而影响再

现像的像质（如分辨率和衬比度等）。为克服这一缺点，针对Ｇａｂｏｒ型同轴数字全息
［６～１３］，近年来提出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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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基于数字图像处理技术的降低直流项和共轭像影响的方法［７，８］及在不同距离处记录多幅全息图的方

法［９，１０］，这些方法尽管具有一定效果，但还不能完全消除直流项和共轭像的影响。传统的同轴相移数字全息

采用相移干涉算法对多幅相移全息图进行运算获得再现像［１１，１２］，不仅可以消除全息再现光波场中的直流项

和共轭像，而且还能充分利用记录器件的空间分辨能力，但它是双光束全息，需要采用分束器引入与物光波

空间分离的参考光波，并利用相移器单独对参考光波施加特定相移量。由于在传统Ｇａｂｏｒ同轴数字全息中

直透参考光波与衍射物光波空间上不能分离，无法单独对参考光波施加相移，因此传统同轴相移数字全息中

采用的施加相移的方法不适用于Ｇａｂｏｒ型同轴数字全息。

本文基于阿贝二次成像理论和空间滤波原理［１３］，提出了基于４犳系统的Ｇａｂｏｒ同轴相移数字全息，其基

本思想如下：Ｇａｂｏｒ同轴全息中的直透参考光波对应于零频空间频率分量，衍射物光波对应于高频空间频率

分量，二者在空间域中不能分离，但在空间频率域中是空间分离的，因此，可以先对光波场进行傅里叶变换，

在空间频谱面上采用适当的相移器件单独对零频空间频率分量施加相移，进而实现相移干涉，然后采用相移

干涉算法再现物光波，从而消除直流项和共轭像的影响。本文在光学４犳系统的空间频谱面上采用可分像

元控制的反射式液晶纯相位空间光调制器（ＰＳＬＭ）作为相移器件对零频空间频率分量单独施加相移。该

方法不仅可以很好地消除直流项和共轭像，并且保留了Ｇａｂｏｒ型同轴全息的光路简单、受环境振动和空气

扰动影响小及对光源相干性要求低等优点，而且由于光学４犳系统的特点，没有附加相位的影响。实验结果

也证实了该方法的效果。

２　原理分析

图１ 光学４犳系统原理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ｏｐｔｉｃａｌ４犳ｓｙｓｔｅｍ

光学４犳系统如图１所示
［１４］，犘ｏ、犘ｓ和犘ｉ面分别是

４犳系统的前焦面、空间频谱面和后焦面，三个面上的空

间坐标分别用（狓ｏ，狔ｏ）、（狓ｓ，狔ｓ）和（狓ｉ，狔ｉ）表示；犘ｄ 面与

犘ｉ面的距离为犱，光波从犘ｉ面到犘ｄ 面的传播为菲涅耳

衍射。傅里叶变换透镜Ｌ１ 和 Ｌ２ 的焦距分别为犳１ 和

犳２。在犘ｏ面上放置物体，在犘ｓ面上得到其空间频谱，其

中，零频分量位于光轴上即犘ｓ面坐标原点，高频分量偏

离光轴，频率越高偏离光轴越远。因此可以在频谱面犘ｓ上对不同空间频率分量分别进行处理，如相移、空

间滤波等。

物光波的零频分量与高频分量在频谱面上是空间分离的，所以可以将其频谱表示为

犉（狌，狏）＝犉（０，０）δ（狌，狏）＋犉（狌≠０，狏≠０）＝犉（０，０）δ（狌，狏）＋犉ｈ（狌，狏）， （１）

式中 （狌，狏）表示空间频率坐标系，犉（０，０）δ（狌，狏）是位于光轴上的零频分量，犉ｈ（狌，狏）＝犉（狌≠０，狏≠０）是

位于光轴之外的高频分量。对零频分量施加相移，设施加的相移量为α（α一般为０～２!

之间的常量），相移后

的频谱可表示为

犉′（狌，狏）＝犉（０，０）δ（狌，狏）ｅｘｐ（ｉα）＋犉ｈ（狌，狏）． （２）

经透镜Ｌ２ 再次进行傅里叶变换后在犘ｉ面上得到的光波场分布可表示为

犳ｉ（狓ｉ，狔ｉ）＝犃０ｅｘｐ（ｉα）＋犳ｈ（狓ｉ，狔ｉ）． （３）

（３）式中，右端第一项是沿光轴传播的平面波，对应于物光波场（或像光波场）中的零频分量；第二项对应于物

光波场（或像光波场）中的高频分量。从犘ｉ面到犘ｄ 面是菲涅耳衍射，略去复常数ｅｘｐ（ｉ犽犱）／（ｉλ犱），犘ｄ 面上

的光场分布犳ｄ（狓ｄ，狔ｄ）为

犳ｄ（狓ｄ，狔ｄ）＝犃０ｅｘｐ（ｉα）＋犳ＦｒＴ（狓ｄ，狔ｄ）＝犃０ｅｘｐ（ｉα）＋犃（狓ｄ，狔ｄ）ｅｘｐ［ｉφ（狓ｄ，狔ｄ）］， （４）

式中犳ＦｒＴ（狓ｄ，狔ｄ）＝犉ＦｒＴ｛犳ｈ（狓ｉ，狔ｉ）｝＝犃（狓ｄ，狔ｄ）ｅｘｐ［ｉ（狓ｄ，狔ｄ）］，犉ＦｒＴ｛·｝表示菲涅耳衍射变换，犃（狓ｄ，狔ｄ）

和（狓ｄ，狔ｄ）分别是犳ＦｒＴ（狓ｄ，狔ｄ）的振幅分布和相位分布。（４）式右端的第一项和第二项分别作为Ｇａｂｏｒ同轴

全息中的直透参考光波和衍射物光波，二者干涉形成的干涉图（全息图）的强度分布为

犐（狓ｄ，狔ｄ）＝犃
２
０＋犃

２（狓ｄ，狔ｄ）＋２犃０犃（狓ｄ，狔ｄ）ｃｏｓ［（狓ｄ，狔ｄ）－α］． （５）

　　采用适当的相移器依次对零频分量施加不同的相移量，则可依次得到多幅相移干涉图。由多幅相移干

０６０９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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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图并采用相应的相移干涉算法［１５］，就可得到犘ｄ 面上菲涅耳衍射光场的振幅分布犃（狓ｄ，狔ｄ）和相位分布

（狓ｄ，狔ｄ），从而得到犘ｄ 面上的衍射物光波犳ＦｒＴ（狓ｄ，狔ｄ），再由逆菲涅耳衍射就可得到犘ｉ面上的光波场分布

犳ｈ（狓ｉ，狔ｉ），即

犳ｈ（狓ｉ，狔ｉ）＝犉
－１
ＦｒＴ｛犳ＦｒＴ（狓ｄ，狔ｄ）｝， （６）

式中犉－１ＦｒＴ｛·｝表示逆菲涅耳衍射变换。由犘ｉ面上的光波场分布犳ｈ（狓ｉ，狔ｉ）就可以得到再现像或进行检测测量。

为了在光学４犳系统的频谱面上对零频分量施加相移，需在频谱面上放置可分像元控制的ＰＳＬＭ。基

于４犳系统实现同轴相移数字全息记录的光路结构形式可有多种，如图２所示，其中图２（ａ）是采用透射式

ＰＳＬＭ的双傅里叶变换透镜光路，图２（ｂ）是采用反射式ＰＳＬＭ的双傅里叶变换透镜光路，图２（ｃ）是采用反

射式ＰＳＬＭ的单傅里叶变换透镜光路。激光器出射束经扩束准直器ＢＥ变成平行光，犘ｏ、犘ｓ和犘ｉ面分别

是４犳系统的前焦面、空间频谱面和后焦面，在犘ｄ 面上用面阵光电探测器（如ＣＣＤ等）记录全息图，Ｏ为物

体，Ｌ是傅里叶变换透镜，ＢＳ是分束器。图２（ａ）和（ｂ）所示光路可以通过灵活选取Ｌ１ 和Ｌ２ 的焦距改变物像

放大率；图２（ｃ）所示光路中两次傅里叶变换共用一个傅里叶变换透镜，物像放大率为１，光路结构简单，可进

一步减小机械振动及空气扰动的影响。可以采用液晶ＰＳＬＭ
［１６］或数字微镜空间光调制器［１７］作为在光学

４犳系统频谱面上实现相移的相移器件，二者均是分立像元结构，可实现分像元独立调制。

图２ 基于４犳系统的Ｇａｂｏｒ同轴相移数字全息光路结构形式。（ａ）采用透射式ＰＳＬＭ的双傅里叶变换透镜光路；

（ｂ）采用反射式ＰＳＬＭ的双傅里叶变换透镜光路；（ｃ）采用反射式ＰＳＬＭ的单傅里叶变换透镜光路

Ｆｉｇ．２ ＳｅｖｅｒａｌｏｐｔｉｃａｌｌａｙｏｕｔｓｏｆＧａｂｏｒｉｎｌｉｎｅｐｈａｓｅｓｈｉｆｔｉｎｇｄｉｇｉｔａｌ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４犳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ｔｈ（ａ）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ｙｐｅＰＳＬＭａｎｄｄｏｕｂｌｅＦｏｕｒｉ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ｌｅｎｓｅｓ；（ｂ）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ｔｙｐｅＰＳＬＭａｎｄｄｏｕｂｌｅＦｏｕｒｉ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ｌｅｎｓｅｓ；

　　　　　　　　　　　（ｃ）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ｔｙｐｅＰＳＬＭａｎｄｓｉｎｇｌｅＦｏｕｒｉ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ｌｅｎｓ

图３ 频谱面上的衍射图样及相移区域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ａｎｄｔｈｅｐｈａｓｅ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ｉｎ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ｐｌａｎｅ

实际系统中很难做到仅对零频分量单独实现相移，可

以依据空间光调制器的像元大小，对零频分量及其附近的

极低频分量单独实现相移。在图１所示光学４犳系统中，

设透镜Ｌ１ 的孔径为犇１，其艾里斑直径为
１．２２λ犳１
犇１

×２。

图３所示是透镜Ｌ１ 的孔径犇１＝３０ｍｍ、焦距犳１＝３００ｍｍ

时频谱面犘ｓ上的衍射图样，艾里斑直径为１５．４４μｍ。实

际系统中比较理想和可行的做法是对艾里斑所在区域的

空间频率分量单独实施相移。

３　实验验证

实验采用图２（ｃ）所示的单傅里叶变换透镜光路。犘ｉ面上的光场分布与物面犘ｏ上的光场分布相同。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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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ＰＳＬＭ的灰度 相位调制特性曲线

Ｆｉｇ．４ Ｇｒａｙｌｅｖｅｌｐｈａｓｅ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ｃｕｒｖｅｏｆＰＳＬＭ

光器波长为０．６３２８μｍ；透镜Ｌ的孔径为３０ｍｍ，焦距为

３００ｍｍ；ＣＣＤ 像 元 大 小 为 ４．４μｍ，靶 面 大 小 为

１２００ｐｉｘｅｌ×１２００ｐｉｘｅｌ；采 用 分 辨 率 板 （ＵＳＡＦ１９５１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Ｃｈａｒｔ）作为物体；全息记录面犘ｄ（ＣＣＤ

靶面）与犘ｉ面的距离犱＝７５．５ｍｍ。实验中采用反射式

液晶ＰＳＬＭ（ＰＬＵＴＯＶＩＳＳＬＭ，ＨＯＬＯＥＹＥ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ｃ．）作为相移器件，其像元大小为８μｍ，器件大小为

１９２０ｐｉｘｅｌ×１０８０ｐｉｘｅｌ。通过编程可分别控制显示在每

个像元的灰度值，其灰度 相位调制特性曲线如图４所

示，图中用实际实验测量数据绘制的曲线基本呈线性变

化，但在局部有轻微的上下起伏，这是由于实验中的环境

振动或空气扰动等影响造成的；图中还给出了由实验测量数据得到的拟合曲线。由灰度 相位调制特性曲线

可以看出该ＰＳＬＭ可实现灰度值从０到２５５对应于相位从０到２!

的线性相位调制。

实验中，将位于ＰＳＬＭ中心处的２ｐｉｘｅｌ×２ｐｉｘｅｌ区域作为相移区域，其他部分的像元的灰度值置为０

且保持不变；采用三步相移干涉［１８］，将相移区域的灰度值依次置为０、６４和１２８，分别对应于０、π／２和π的相

移量。图５（ａ）～（ｃ）分别是相应的三幅相移干涉图（全息图）。采用三步相移干涉算法得到的再现像如

图６（ａ）所示。为了进行实验比较，采用相同的物体、ＣＣＤ及记录距离犱，利用传统Ｇａｂｏｒ同轴全息光路进行

实验，得到的再现像如图６（ｂ）和（ｃ）所示，其中图６（ｂ）是从全息图强度减去直透参考光波强度后的再现像，

图６（ｃ）是由全息图直接再现得到的再现像。比较图６（ａ）、（ｂ）和（ｃ）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基于４犳系统的

Ｇａｂｏｒ同轴相移数字全息基本消除了直流项和共轭像的影响，再现像最清晰；而基于传统Ｇａｂｏｒ同轴全息，

用减直透光方法得到的再现像中还有共轭像的影响；用全息图直接再现得到的再现像中直流项和共轭像的

影响同时存在，再现像最差。实验结果验证了本文提出的方法的可行性和优势。

图５ 由Ｇａｂｏｒ同轴相移数字全息得到的相移全息图。（ａ）α＝０；（ｂ）α＝π／２；（ｃ）α＝π

Ｆｉｇ．５ Ｈｏｌｏｇｒａｍ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Ｇａｂｏｒｉｎｌｉｎｅｐｈａｓｅｓｈｉｆｔｉｎｇｄｉｇｉｔａｌ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４犳ｓｙｓｔｅｍ，

ｗｈｅｒｅ（ａ）α＝０；（ｂ）α＝π／２；（ｃ）α＝π

图６ 全息再现像。（ａ）三步相移再现像；（ｂ）减去直透参考光波强度后的再现像；（ｃ）由全息图直接再现得到的再现像

Ｆｉｇ．６ 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ｉｍａｇｅｓ．（ａ）Ｕｓｉｎｇｔｈｒｅｅｓｔｅｐｐｈａｓｅｓｈｉｆ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ｂ）ｒｅｍｏｖｉｎｇ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ｃ）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ｗｉｔｈｓｉｎｇｌｅｈｏｌｏｇｒ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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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论

基于空间频谱域不同频率分量空间分离的特点，提出一种采用光学４犳系统与纯相位空间光调制器的

Ｇａｂｏｒ同轴相移数字全息方法。这种方法具有以下优点：１）在Ｇａｂｏｒ同轴数字全息中实现了相移干涉，消除

了直流项和共轭像；２）在保留Ｇａｂｏｒ同轴数字全息所具有的光路简单、受环境振动和空气扰动影响小以及

对光源相干性要求低等优点的同时，可提高再现像的质量和检测精度；３）适用于多种相移干涉算法；４）适用

于多种不同类型的光路结构；５）由于光学４犳系统的特性，对物体进行了一定比例的缩放，而且没有附加相

位的影响。本文对基于４犳系统的Ｇａｂｏｒ同轴相移数字全息进行了初步的原理分析和实验验证，后续还将

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并开展相关应用研究。

参 考 文 献

１ＭｙｕｎｇＫ．Ｋｉｍ．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ｎ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Ｊ］．犑．犗狆狋．犛狅犮．犓狅狉犲犪，２０１０，１４（２）：

７７～８９

２ＺｈｅｎｇＨｕａｄｏｎｇ，ＤａｉＬｉｎｍａｏ，ＷａｎｇＴａｏ犲狋犪犾．．Ｏｐｔ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ｓｃｅｎ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Ｆｏｕｒｉ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ｈｏｌｏｇｒａｍｓ［Ｊ］．犔犪狊犲狉牔犗狆狋狅犲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狊犘狉狅犵狉犲狊狊，２０１１，４８（２）：０２０９０１

　 郑华东，代林茂，王　涛 等．三维物场多重分数傅里叶变换全息图光电再现实验研究［Ｊ］．激光与光电子学进展，２０１１，

４８（２）：０２０９０１

３ＺｈａｎｇＺｈｉｈｕｉ，ＷａｎｇＨｕａｙｉｎｇ，ＬｉｕＺｕｏｑｉａｎｇ犲狋犪犾．．Ｐｈａｓｅｕｎｗｒａｐｐ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ｆａｓｔＦｏｕｒｉ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Ｊ］．

犔犪狊犲狉牔犗狆狋狅犲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狊犘狉狅犵狉犲狊狊，２０１２，４９（１２）：１２０９０２

　 张志会，王华英，刘佐强 等．基于快速傅里叶变换的相位解包裹算法［Ｊ］．激光与光电子学进展，２０１２，４９（１２）：１２０９０２

４ＬｉＸｕ，ＣａｒｌＣ．Ａｌｅｋｓｏｆｆ，ＪｕｎＮｉ．Ｈｉｇｈ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ｓｈａｐ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ｖｉａｄｉｇｉｔａｌｒｅｆｏｃｕｓｉｎｇｉｎｍｕｌｔｉ

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ｄｉｇｉｔａｌ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ｙ［Ｊ］．犃狆狆犾．犗狆狋．，２０１２，５１（１５）：２９５８～２９６７

５Ｄ．Ｇａｂｏｒ．Ａｎｅｗ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Ｊ］．犖犪狋狌狉犲，１９４８，１５１（４０９８）：７７７～７７８

６ＱｉＬｉ，ＫａｉＸｕｅ，ＹｕｎＤａＬｉ．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ｅｒａｈｅｒｔｚＧａｂｏｒｉｎｌｉｎ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ｃｏｎｃｅａｌｅｄｏｂｊｅｃｔｓ［Ｊ］．

犃狆狆犾．犗狆狋．，２０１２，５１（２９）：７０５２～７０５８

７ＹａｎＺｈａｎｇ，ＧｉａｎｃａｒｌｏＰｅｄｒｉｎｉ，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Ｏｓｔｅｎ．Ｉｍａｇ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ｉｎｌｉｎｅ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ｙｗｉｔｈｔｈｅＹａｎｇＧｕ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Ｊ］．犃狆狆犾．犗狆狋．，２００３，４２（３２）：６４５２～６４５７

８ＤｅｎｉｓＬｅｂｒｕｎ，ＳａｍｉｒＢｅｌａｄ，Ｃａｆｅｒ?ｚｋｕｌ．Ｈｏｌｏｇｒａｍ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ｂｙｕｓｅｏｆｏｐｔｉｃａｌｗａｖｅｌｅ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Ｊ］．犃狆狆犾．犗狆狋．，

１９９９，３８（１７）：３７３０～３７３４

９ＬｕＲｏｎｇ，ＦｅｎｇＰａｎ，ＷｅｎＸｉａｏ犲狋犪犾．．Ｔｗｉｎｉｍａｇｅ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ｗｏｉｎｌｉｎｅｈｏｌｏｇｒａｍｓｖｉａｐｈａｓｅ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Ｊ］．犆犺犻狀．

犗狆狋．犔犲狋狋．，２０１２，１０（６）：０６０９０２

１０ＣｈｅｎｇＳｈａｎＧｕｏ，ＱｉｎｇＹａｎｇＹｕｅ，ＧｏｎｇＸｉａｎｇＷｅｉ．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ｌｉｎｅｈｏｌｏｇｒａｍｓ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ａｔ

ｔｗ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Ｊ］．犗狆狋．犔犲狋狋．，２００８，３３（１７）：１９４５～１９４７

１１ＷｅｉｑｉｎｇＰａｎ，ＷｅｉＬｕ，Ｙｏ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ｕ．Ｏｎｅｓｈｏｔｉｎｌｉｎ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ｙｂａｓｅｄＨｉｌｂｅｒｔｐｈａｓｅｓｈｉｆｔｉｎｇ［Ｊ］．犆犺犻狀．犗狆狋．

犔犲狋狋．，２００９，７（１２）：１１２３～１１２５

１２ＫａｄｏｎｏＨｉｒｏｓｈｉ，ＴａｋａｉＮｏｂｕｋａｔｓｕ，Ａｓａｋｕｒａ Ｔｏｓｈｉｍｉｔｓｕ．Ｎｅｗ ｃｏｍｍｏｎｐａｔｈｐｈａｓｅｓｈｉｆｔ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ｅｒｕｓｉｎｇａ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Ｊ］．犃狆狆犾．犗狆狋．，１９８７，２６（５）：８９８～９０４

１３ＪｏｓｅｐｈＷ．Ｇｏｏｄｍ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ＦｏｕｒｉｅｒＯｐｔｉｃｓ［Ｍ］．ＱｉｎＫｅｃｈｅｎｇ，ＬｉｕＰｅｉｓｅｎ，ＣｈｅｎＪｉａｂｉ犲狋犪犾．Ｔｒａｎｓｌ．Ｂｅｉｊ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２０１２．７０～８２

　 古德门．傅里叶光学导论［Ｍ］．秦克诚，刘培森，陈家璧 等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２．７０～８２

１４ＳｕＸｉａｎｙｕ，ＬｉＪｉｔａ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ｐｔｉｃｓ［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２１～３４

　 苏显渝，李继陶．信息光学［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２１～３４

１５Ｄ．Ｗ．Ｐｈｉｌｌ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ｐｈａｓｅｓｈｉｆｔ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ｙ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Ｊ］．犃狆狆犾．犗狆狋．，１９９７，３６（３１）：

８０９８～８１１５

１６ＬｉｕＹｏｎｇｊｕｎ，ＸｕａｎＬｉ，ＨｕＬｉｆａ犲狋犪犾．．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ｈｉｇｈ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ｐｈａｓｅｏｎｌｙｌｉｑｕｉｄｃｒｙｓｔａｌｓｐａｔｉａｌｌｉｇｈｔｍｏｄｕｌａｔｏｒ［Ｊ］．

犃犮狋犪犗狆狋狅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０５，２５（１２）：１６８２～１６８６

　 刘永军，宣　丽，胡立发 等．高精度纯相位液晶空间光调制器的研究［Ｊ］．光学学报，２００５，２５（１２）：１６８２～１６８６

１７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ｌｅｉ，ＬｉｕＸｉａｎｇｄ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Ｙｉ．Ａ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ｌｉｇｈｔｍｏｄｕｌａｔｏ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ｉｃｒｏｍｉｒｒｏｒａｒｒａｙｄｅｖｉｃｅ［Ｊ］．犑．

犣犺犲犼犻犪狀犵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 （犈狀犵犻狀犲犲狉犻狀犵犛犮犻犲狀犮犲），２００８，４２（１０）：１７３５～１７３８

　 王小磊，刘向东，张　懿．基于微镜阵列器件的反射式空间光调制器［Ｊ］．浙江大学学报（理工版），２００８，４２（１０）：

１７３５～１７３８

１８ＬｅｅＭ．Ｆｒａｎｔｚ，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Ａ．Ｓａｗｃｈｕｋ，ＷｅｒｎｅｒｖｏｎｄｅｒＯｈｅ．Ｏｐｔｉｃａｌｐｈａｓ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ｉｎ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Ｊ］．犃狆狆犾．犗狆狋．，

１９７９，１８（１９）：３３０１～３３０６

０６０９０２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