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58卷
 

第18期/2021年9月/激光与光电子学进展 特邀综述

数字聚焦压缩全息成像技术研究

张益溢1,2,
 

黄郑重3,
 

杨峰3,
 

金尚忠1,2,
 

曹良才3
1中国计量大学光学与电子科技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2浙江省现代计量测试技术及仪器重点实验室,

 

浙江
 

杭州
 

310018;
3精密测试技术及仪器国家重点实验室,

 

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
  

北京
 

100084

摘要 同轴全息重建由于相位共轭波的干扰,会产生二阶噪声与孪生像噪声,从而影响重建质量和精度,而在全息

重建中,获取最佳重建平面的相关全息聚焦距离参数也是全息成像领域的关键。为此,提出了一种基于压缩感知

的聚焦重建算法,通过选取轴向方向内固定间隔的一系列重建图像,以压缩感知的全变分正则化约束重建不同深

度的图像,根据图像灰度变化或绝对梯度算子等聚焦度量指标计算并构建数字全息重建图像的聚焦曲线,确定最

佳聚焦位置。所述算法抑制了重建噪声,提升了物体轴向的重建精度,实现了聚焦位置周围更宽范围的高分辨率

图像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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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Gabor[1]于1948年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论

文“一种新的显微原理”中正式提出了利用被测量物

体的散射光束与参考光束的相互干涉来记录物体衍

射光束振幅和相位信息的方法,并提出全息术的概

念。但由于孪生像噪声的干扰且采用非窄带光源的

缘故,其再现效果并不理想。1960年 Maiman[2]发
明红宝石激光器,提供了一种高亮度、高相干性、高
单色性的优质光源,为全息术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基

础。1962年Leith与Upatnieks[3-4]提出离轴全息技

术,解决了重建像与孪生像重叠的问题。1967年

Goodman等[5]提出了数字全息技术,为全息数字化

记录和处理提供了新方向。1971年 Huang[6]根据

计算机重建图像的思想整合了相关数字全息(DH)
的概念,但受当时全息图记录介质与计算机运算速

度的限制,数字全息发展缓慢。1994年 Schnars
等[7]通过CCD像感器代替了全息干板,将CCD所

记录的全息图直接传输至计算机,通过计算机模拟

再现光对全息图进行数值再现,验证了数字全息概

念的正确性。1999年
 

Cuche等[8]将数字全息与显

微成像相结合,研究了数字全息显微技术(DHM),
在物体与CCD像感器之间放置显微物镜用于放大

物体衍射光束,降低了对CCD分辨率的要求,实现

了高分辨率显微成像。

Gabor全息术又被称为同轴全息,其相比于离

轴全息术能够保留更高的空间带宽积[9],
 

在数字全

息重建过程中,由于其自身的数值重建能力,可通过

后向传播的方式搜索重建平面位置[10],被称为数字

聚焦。在数字聚焦中,判断重建图像效果时存在主

观性,难以精准确定最佳重建平面位置,如何在数值

重建中高精度寻找物体的最佳聚焦位置,是数字全

息的关键技术之一。而同轴全息重建中由于相位共

轭波的影响,其重构效果不理想,当前科学家们已提

出了多种方案来消除同轴全息重建中的孪生像。其

中,1991年Barton[11]通过组合全息图重建中不同

波数 的 波 场,大 大 减 少 了 孪 生 像 重 叠。1997年

Yamaguchi等[12]提出了相移数字全息技术,使用相

移技术记录多幅全息图,
 

根据相移算法处理全息图

以消除零级项与孪生像。2003年Zhang等[13]通过

设置不同的全息记录平面以及多个全息图组合来消

除孪生像。这些方法虽然提高了成像质量,但需记

录多幅全息图或采用精确的平移设备,增加了实际

操作的复杂性,成像速度可能受到影响。如何在保

证成像系统空间带宽积的前提下,仅通过重建单幅

全息图高质量地采集物体的三维信息,也是数字全

息研究的一个关注点。
数字聚焦算法的应用以及压缩感知(CS)成像

模型的引入为同时解决上述两个问题提供了一种新

思路。数字聚焦算法的重建平面检测流程如下:首
先沿轴向方向以固定间隔重建一系列图像,通过对

比度指标检测每幅图像,重建图像越清晰,重建位置

越接近最佳重建平面位置,从而确定最佳聚焦位置。
数字聚焦中的图像对比度指标包括熵指标[14]、方差

指标[15]、频谱指标[16]、频谱范数指标[17]、强度梯度

指标[18]等。通过运用数字聚焦算法的对比度指标,
可以量化重建图像的对比度,客观地反映图像的重

建状况,找到物体的最佳重建平面位置。近年来,通
过数字聚焦算法定位全息重建平面已得到了广泛的

运用。数字全息中数字聚焦算法的运用基于图像对

比度的最大化或最小化从一系列重建图像中定位最

佳重建平面。2008年Langehanenberg等[19]比较了

四种聚焦方法在纯相位物体全息重建中的效果,包
括频谱加权法(SPEC)、灰度值分布方差法(VAR)、
梯度计算的累计边缘检测法(GRA)和拉普拉斯滤

波累积边缘检测法(LAP),其中LAP表现出更尖锐

的峰值,对聚焦位置的评价具备良好的可塑性,同年

Yang等[20]基于对称图像可比性理论提出了相关系

数(CC)数字聚焦算法,并证明了检测粒子直径不影

响CC算法对最佳焦平面的判断,使其成为数字全

息检 测 粒 子 最 佳 焦 平 面 的 有 效 工 具。2011 年

Memmolo等[21]提出了一种基于图像灰度变化以及

明暗分布的纹理度量(TC)数字聚焦算法,由于其重

建过程中的单一峰值属性,能够准确定位最佳重建

平面,并在2014年提出了一种稀疏性度量(GI)的
数字聚焦指标,不仅在检测重建平面方面表现出与

TC相同的能力,还可以提供全息图重建的稀疏性

信息[22]。2016年Grare等[23]以重建图像实部与虚

部之间VAR的比值(RC)作为聚焦度量指标,该标

准适用于同轴全息粒子成像。国内也在该领域展开

了相应研究,2009年李志斌等[24]提出基于最大梯度

的自动聚焦算法用于粒子轴向精度定位。2018年

Ou等[25]在光学全息扫描中引入连接域概念,根据

聚焦时区域面积小于散焦时区域面积的特性,通过

连接域计算相应区域面积来实现自动对焦和重建。

2020年Ren等[26]使用结构张量和Schatten范数的

自动聚焦算法实现了相干成像。
压缩全息在近年来也快速发展,2009年Br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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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7]提出了压缩全息概念,证明了全息衍射编码符

合压缩感知成像中对于“非相干”编码的要求,将压

缩感知的理论运用于全息重建中,重构了三维空间

中不同深度的两个蒲公英种子的形貌。2012年Liu
等[28-29]在压缩全息中引入边缘稀疏约束,以亚像素

精度对物体进行定量定位测量,实现了亚像素级的

定位精度。2017年 Wang等[30]将压缩全息术和编

码曝光技术结合起来,通过数字微镜实现像素级时

间调制,根据单幅振动头发全息图来重建其四维运

动场景。2019年Brodoline等[31]通过压缩感知重

建数字全息显微采集的全息图,实现了对斑马鱼细

胞的观测以及三维重建。国内对于压缩全息也开展

了许多探索,2011年吴迎春等[32]利用压缩感知对颗

粒的模拟全息图和数字显微全息实验全息图进行了

稀疏重建,有效提高了成像像质。2014年韩超等[33]

将压缩感知理论与无透镜傅里叶变换相结合,通过

对全息图进行压缩采样,提取其部分系数即可很好

恢复原始全息图,为全息显示降低了计算复杂度。

2018年Zhang等[34-35]采用压缩感知成像模型,利用

图像信号的稀疏特性,通过低维空间低分辨率采集

得到了相比于原始重建信号更少的观测信号,以优

化算法恢复重建物体的信号,能够大大抑制同轴全

息在重建过程中固有的零级项与孪生像噪声,并随

后分析了压缩感知算法在提升数字全息三维成像能

力方面的显著优势,构建了基于滤波层的压缩采样

数字全息成像模型。2020年伍小燕等[36]将变密度

减采样的方法与压缩感知重建相结合,实现较低采

样率条件下高质量的层析重建。同年林平等[37]采

用压缩感知太赫兹数字全息技术,通过调控参数实

现了高质量的连续场景三维重建。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一种数字聚焦压缩

全息重建算法,通过数字聚焦理论定位重建过程

中的最佳焦平面,并以图像稀疏性作为正则化条

件,借鉴压缩感知的算法优化重建物理场信息。
相比于传统的数字聚焦算法,该算法构建了一种

鲁棒准确的图像信号重建框架,具有更高的聚焦

精度,且有效抑制了同轴全息中的零级项与孪生

像噪声,精准定位物体的最佳重建平面位置,在最

佳重建平面附近更宽范围内实现高质量的图像重

建,恢复物体三维信息。

2 数字压缩全息成像原理

数字全息图通过物光波与参考光波的相互干

涉,由像感器所在全息平面实现物体信息的记录。

根据瑞利-索末菲衍射公式,全息图是物平面上所

有像素点发出的球面波在全息平面上的线性叠

加。物面上点所发出的光波会同时作用在整个全

息平面上,全息平面上的每一像素均包含物平面

上所有点的信息,即物面与全息平面之间满足一

对多的映射关系。这一特点符合压缩感知成像理

论中对测量矩阵“非相干”条件的要求[34],则像感

器记录由物光波与参考光波干涉形成全息图这一

过程可以称为信号压缩,同轴全息图被认为是将

包含物体三维信息的各轴向距离的卷积核压缩进

一幅全息图,根据优化算法高质量重建物体的三

维信息。
压缩感知理论通过引入稀疏约束条件,以目标

函数 极 值 求 解 方 式 重 建 原 始 信 号[38-39]。Candes
等[40-41]提出了通过求解l1 范数与l1 范数的最小值

实现稀疏信号的重建,在数字全息成像应用中需要

考虑到噪声影响,因此误差ε的少量存在反倒可以

有效提高图像恢复的质量[42],大部分图像信号初始

时并不属于稀疏信号,需要通过稀疏变换转化为稀

疏信号,通过采取全变分正则化函数处理图像信号,
它是图像信号一阶梯度的稀疏表示,全变分约束当

前被广泛应用到基于压缩感知的图像重建算法

中[43],其离散形式可表示为

ΓTV(θ)=∑
t1,t2

D1θ(t1,t2)2+ D2θ(t1,t2)2,

(1)
式中:D1θ 表示水平方向的一阶局部域差分变换

D1θ=θ(t1,t2)-θ(t1-1,t2);D2θ表示垂直方向的

一阶局部域差分变换D2θ=θ(t1,t2)-θ(t1,t2-1)。
针对高噪声同轴全息的压缩重建进行讨论,本文选

择的目标物体具有锐利边缘特征,根据全变分正则

化函数对目标物体信号进行稀疏表示。
压缩采样需要从压缩信号中重建出符合稀疏度

条件的信号,测量矩阵需满足有限等间距性(RIP)
条件[44-45],而根据测量矩阵获得的观测信号进行优

化重建是压缩感知成像模型的核心问题,目前常用

的优化算法包括贪婪算法[46]、基于统计分布的最优

问题求解方法[47]和基于凸优化的重建算法[48-50],考
虑到重建精度和计算复杂度两个因素,本文选择了

两步迭代收缩阈值算法(TwIST),该算法的优点在

于其优化收敛速度快且噪声抑制能力强,被广泛应

用于压缩感知成像模型的重建中[51]。
本文结合角谱重建方法,其由光场分布H(x,y)

与物 光 场 角 谱 在 自 由 空 间 传 播 的 传 递 函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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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xi
,fyi

)构成,通过快速傅里叶变换(FFT)运算,
重建物体的复振幅分布可表示为

Γ(xi,yi)=F-1 F{H(x,y)}·G(fxi
,fyi

)  , (2)

式中:F与F-1分别表示快速傅里叶变换与快速傅

里叶逆变换;xi与yi表示记录面上的空间坐标;fxi

与fyi
表示成像面上(xi,yi)对 应 的 频 率 坐 标;

K(fx,fy)=F{H(x,y)}表示全息记录面上的全息

图频谱。物光场角谱在自由空间传播的传递函数

G(fxi
,fyi

)表示为

G(fxi
,fyi

)=expikz 1-(λfxi
)2-(λfyi

)2  ,
(3)

式中:λ表示光源波长,k=2π/λ;z 表示全息记录面

与成像面的距离。
物体在可以被看作多个相同深度间隔的切片组

合而成的多层物体η(x,y)中,沿光传播方向,物体

离全息平面最近的切片平面为zh,切片的深度间隔

为Δz,根据角谱衍射传播公式,全息记录面上的衍

射光场可表示为

O(x,y)=∑
l∬η̂(fx,fy;zh+lΔz)·G(fx,fy;zh+lΔz)·expi2π(fxx+fyy)  dfxdfy, (4)

式中:̂η(x,y)=(fx,fy;zh+lΔz)表示物体第l层

的角谱分布。根据压缩全息理论[27],全息平面光场

复振幅表示为

O(x,y)=2Re{Cm}+n, (5)
式中:C 代表正向传输矩阵,也是压缩感知全息成像

模型的测量矩阵,表示物体正向传播至全息平面的

测量过程;m 表示被测样品在物平面上的分布;n 表

示全息图内的噪声包括零级项与背景噪声等[52]。
结合全变分正则化约束条件,以 TwIST算法进行

求解,得到估计解m̂ 表示为

m̂ =argmin
1
2 g-2Re{Cm}2+kΓTV(m),

(6)
式中:g 表示全息平面离散采样后物体的分布;k 表

示正则化稀疏系数。根据(6)式实现压缩感知全息

成像模型的重建。

3 数字全息数字聚焦重建原理

数字全息技术中物体重建是核心问题,如果在

重建过程中不能为相关重建函数提供合适的全息聚

焦距离参数,重建图像将受到干扰噪声的影响,从而

无法完成高质量重建。数字聚焦成像便是一个在重

建过程中自动寻找最佳重建平面的过程,成像平面

检测流程如下:沿轴向方向以固定间隔重建一系列

图像,重建图像越清晰,说明重建位置越接近最佳重

建平面位置,通过对比度指标检测每幅图像,以图像

对比度的最大化或最小化从一系列重建图像中定位

最佳重建平面。物体数字聚焦过程中相关的对比度

评价指标有许多,其中包括熵指标、方差指标、频谱

指标、频谱范数指标以及强度梯度指标等。通过灵

活运用数字聚焦的对比度指标,可以量化重建图像

的对比度,客观地反映图像的重建状况,自动定位物

体的最佳重建平面。
为了检测全息图重建时的聚焦/散焦程度,本文

采取了两项数字聚焦算法,第一项为基于图像灰度

变化以及明暗分布的纹理度量方法(TC),表示为

ATC=

1
NxNy

∑
x
∑
y

[q(x,y)-q]
2

q
,(7)

式中:q(x,
 

y)表示重建复数场的振幅值;q 表示重

建复数场的振幅平均值;Nx 和Ny 分别表示物体沿

x 轴与y 轴方向的采样像素数目。
第二项为基于梯度计算的边缘检测方法,通过

考虑图像内锐利边缘的相邻像素值之间的差异,对
图像的聚焦程度进行量化,通过使用绝对梯度算子

(GRA)计算图像的一阶导数,表示为

AGRA=∑
x
∑
y

q(x,y)-q(x-1,y)  2+q(x,y)-q(x,y-1)  2。 (8)

  通过引入数字聚焦成像理论,构建了数字聚焦

压缩全息重建模型[53],有效抑制了零级项与孪生像

噪声,精准定位物体的最佳重建平面,实现高精度物

体三维信息的重建。

4 数字聚焦压缩全息重建模型

数字聚焦压缩全息图像重建模型运用了压缩全

息强大的采集与重建能力以及数字聚焦成像的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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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平面定位能力,通过全变分正则化的约束对图

像信号进行稀疏采集,并通过数值重建重构单幅全

息图,根据数字聚焦算法得到聚焦最清晰的重建物

体。该算法相比传统反传播(BP)算法,具有更高的

聚焦精度,能更准确定位物体的最佳重建平面位置,
在最佳重建平面附近更宽范围内实现高分辨率全息

重建。

4.1 粒子的结果与分析

同轴数字全息仿真光路图如图1所示,激光器

发出532
 

nm波长的光照射10
 

μm粒子小球,经过

粒子衍射的光作为物光,而未经粒子的光作为参考

光。物光与参考光在CMOS像感器(像素尺寸为

3.75
 

μm×3.75
 

μm)上发生相干叠加,形成明暗相间

的干涉条纹,由其记录下物体的全息图,采用了传统

反传播重建算法对所得粒子仿真全息图进行了数值

重建,其中以10
 

μm为间隔在距离[9000,11000]
 

μm
范围内进行重建,共得到了201张重建粒子图像,可
以观察到,粒子的振幅信息重建图的对比度存在一

个由模糊至清晰再到模糊的过程,其灰度分布同样

存在一个由杂散至稳定再到杂散的过程,这一过程

充分反映了通过重建全息图寻找物体最佳重建平面

时图像像质的变化,而由于同轴全息重建中固有的

零级项与孪生像噪声影响,重建图像像质不理想。
图2显示了迭代次数设定为200次的条件下,根据

数字聚焦压缩全息算法对每幅重建粒子图像进行处

理,可以观察到粒子的振幅信息重建图的对比度也

存在一个由模糊至清晰再到模糊的过程,相比于

图1所示的重建粒子,其图像的对比度更具优势且

灰度分布趋于稳定,同轴全息重建图像的像质得到

提升。

图1 同轴数字全息仿真光路图

Fig 
 

1 Simulation
 

light
 

path
 

diagram
 

of
 

in-line
 

digital
 

holography

图2 通过数字聚焦压缩全息算法重建粒子全息图过程

Fig 
 

2 Reconstruction
 

of
 

particle
 

hologram
 

by
 

numerical
 

focusing
 

compressive
 

holography

  重建图像聚焦最清晰位置若仅凭肉眼判断存在

较大的主观性,引入(7)式所述数字聚焦算法,采用

对比度指标对所有重建粒子图像进行评价,进行数

据归一化后获得数字聚焦曲线,如图3所示,其显示

了在不同重建距离下,根据传统反传播算法所得聚

焦曲线TC(TC_BP)以及根据数字聚焦压缩全息算

法所得聚焦曲线TC(TC_BP_CS)的聚焦值变化,当
重建距离z'f1=9990

 

μm时,数字聚焦曲线TC_BP
达到最大值,此处为预测最佳重建平面位置,即图像

重建最清晰位置,定义聚焦值高于极值70%的区域

为图 像 清 晰 聚 焦 的 范 围,其 中z'TC1=9720
 

μm,

z'TC2=10150
 

μm,则传统反传播算法重建所得聚焦

清晰范围为z'TC2 -z'TC1=430
 

μm。当重建距离z'f1=
9990

 

μm时,数字聚焦曲线TC_BP_CS达到峰值,

图3 聚焦曲线TC_BP与TC_BP_CS在不同重建距离下

对应的聚焦值

Fig 
 

3 Focusing
 

curves
 

TC_BP
 

and
 

TC_BP_CS
 

corresponding
 to

 

focus
 

values
 

under
 

different
 

reconstruction
 

di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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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z'TC_CS1=9740
 

μm,z'TC_CS2=10250
 

μm,则数字

聚焦压缩全息算法重建粒子的聚焦清晰范围为

z'TC_CS2 -z'TC_CS1=510
 

μm,其聚焦清晰的范围增加了

80
 

μm,且聚焦曲线的波动相比传统方法更小,体现

了聚焦曲线更好的收敛性。
图4(a)~(c)显示了重建距离为9000,9500,

9990
 

μm处的粒子的详细信息,受同轴全息重建中

固有的零级项与孪生像噪声影响,粒子在重建过程

中图像像质始终受到干扰,难以得到理想的重建图

像,而引入数字聚焦压缩全息成像模型后所得距离

在9000,9500,9990
 

μm处的重建粒子信息分别如

图4(d)~(f)所示,由于压缩感知中全变分正则化

条件的约束,同轴全息重建中的零级项与孪生像噪

声得到了有效抑制,每幅重建图像像质均得到提高。

图4 不同算法重建粒子全息图结果。(a)~(c)传统反传播算法;(d)~(f)数字聚焦压缩全息算法

Fig 
 

4 Results
 

of
 

particle
 

holograms
 

reconstructed
 

by
 

different
 

algorithms 
 

 a -- c 
 

Traditional
 

back-propagation
 

method 
 

 d -- f 
 

numerical
 

focusing
 

compressive
 

hographic
 

algorithm

4.2 USAF-1951鉴别率板的结果与分析

USAF-1951鉴别率板由记录到数字聚焦压缩

全息重建的整体流程如图5所示,其中在数值重建

中,设定迭代次数为200,以10
 

μm为间隔设定重建

距离范围为[1300,1800]
 

μm,可以观察到 USAF-
1951的振幅信息,重建图的条纹与数字的对比度存

在一个由模糊至清晰再到模糊的过程。图6比较了

各重建距离下 USAF-1951通过传播反传播聚焦重

建方法所获聚焦曲线(GRA_BP)与数字聚焦压缩全

息重建算法(GRA_BP_CS)聚焦曲线之间的对比。
当重 建 距 离z'f2=1540

 

μm 时,数 字 聚 焦 曲 线

GRA_BP达到最大值,此处为传播反传播聚焦重建

方法预测的最佳重建平面位置,而z'GRA1=1520
 

μm,

z'GRA2=1570
 

μm,则传统反传播算法重建所得聚焦

图5 同轴数字全息记录与压缩全息重建光路图

Fig 
 

5 Recording
 

and
 

compressive
 

holography
 

reconstruction
 

of
 

in-line
 

digital
 

hol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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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USAF-1951全息图重建仿真中聚焦曲线GRA_BP与

GRA_BP_CS在不同重建距离下各自对应的聚焦值

Fig 
 

6 Focusing
 

curves
 

GRA_BP
 

and
 

GRA_BP_CS
 

correspond
 

to
 

the
 

respective
 

focus
 

values
 

at
 

the
 

  simulated
 

reconstruction
 

distance

清晰范围为z'GRA2 -z'GRA1=50
 

μm;当重建距离z'f3=
1550

 

μm时,数字聚焦曲线GRA_BP_CS达到最大

值,此处为数字聚焦压缩全息重建方法预测的最佳

重建 平 面 位 置,而z'GRA_BP1=1500
 

μm,z'GRA_BP2=
1610

 

μm,则重建所得聚焦清晰范围为z'GRA_BP2 -
z'GRA_BP1=110

 

μm,
 

其聚焦清晰的范围相比传统重

建方法扩展了125%,且该聚焦曲线体现了良好的

单峰性,与粒子重建结果所得结论一致。
如图7(a)所示,显示了通过传统反传播算法在

重建距离z'f2=1540
 

μm的 USAF-1951重建信息,
其对 应 的 灰 度 图 如 图 7(b)所 示,尺 寸 大 小 为

500
 

pixel×500
 

pixel,通过分析图7(a)与(b)发现,
由于零级项与孪生像噪声的影响,导致USAF-1951
图像的边线周围存在噪点干扰,重建像质不理想,而
根据数字聚焦压缩全息成像算法所得距离在z'f3=
1550

 

μm 处的 USAF-1951重建信息如图7(c)所
示,对应的灰度图如图7(d)所示,其尺寸大小为

500
 

pixel×500
 

pixel,显然其重建图像的对比度更

具优势,由于重建图像的零级项与孪生像噪声的抑

图7 数字全息重建USAF-1951信息。(a)传统反传播算法在重建深度z'f2=1540
 

μm 的 USAF-1951信息;(b)对应于

(a)的USAF-1951灰度图;(c)数字聚焦压缩全息重建算法在重建深度z'f3=1550
 

μm的USAF-1951信息;(d)对应于

  (c)的USAF-1951灰度图

Fig 
 

7 Digital
 

holographic
 

reconstruction
 

of
 

USAF-1951
 

information 
 

 a 
 

Reconstructed
 

USAF-1951
 

information
 

using
 

traditional
 

back-propagation
 

method
 

at
 

z'f2=1540
 

μm 
 

 b 
 

USAF-1951
 

grayscale
 

image
 

conrresponds
 

to
 

Fig 
 

 a  
 

 c 
 

reconstructed
 

USAF-1951
 

information
 

using
 

numerical
 

focusing
 

compressive
 

hographic
 

algorithm
 

at
 

z'f3=

   1550
 

μm 
 

 d 
 

USAF-1951
 

grayscale
 

image
 

corresponds
 

to
 

Fig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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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USAF-1951边线周围的噪点得到有效清除,显
示出了更清晰的边线效果。

针对不同物体(粒子与 USAF-1951)以及不同

数字聚焦指标(TC、GRA),所述数字聚焦压缩全息

重建算法相比传统反传播重建算法均能得到较优结

果。该算法改善了聚焦曲线性能,保持了聚焦曲线

的收敛性,更准确地预测最佳重建平面位置,进而得

到较为理想的重建距离和重建图像,是一种适用范

围广,可以有效抑制噪声并提高重建图像分辨率与

信噪比的理想方法。

5 结  论

本文从数字全息记录和重建原理出发,介绍了

数字全息与压缩感知的内在联系,并介绍了关于压

缩感知成像模型。通过压缩感知成像理论及其适用

条件,结合同轴全息重建的角谱衍射传播公式,构建

了数字聚焦压缩全息重建模型,并介绍了根据数字

聚焦算法描述重建图像对比度的基本理论,设计了

一种数字聚焦压缩全息重建算法。该数字聚焦压缩

全息算法根据数字聚焦成像的最佳重建平面定位能

力,借用了压缩感知算法的重建能力,以数字聚焦算

法预测最佳重建平面位置,并找到聚焦最清晰的重

建物体。对比数字聚焦压缩全息算法与传统反传播

算法对粒子与 USAF-1951鉴别率板实验的重建效

果,凸显了所述新算法的优势,有效抑制重建过程中

零级项与孪生像噪声的同时,优化聚焦曲线,保证了

聚焦曲线的良好收敛性,具有更高的最佳重建平面

定位精度,进而可得到较为理想的重建距离和重建

图像,实现高质量的图像重建,恢复物体三维信息。
数字聚焦压缩全息成像模型因其对图像分辨率与信

噪比的提升特性,以及其自身的高实用性与稳定性,
可被广泛应用于生物显微成像与医学检测等多个

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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