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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讨论偏心光学系统的基本光学特性、初级像盖理论以及偏心公差计算方洁.并对两种高质量光学
系统偏心公差的计算作实例说明.

、前言

关于光学零件偏心公差计算方法，苏联光学工作者 r. r. CJIfOCapeB[lJ曾经提出用于午彗

差公式来计算。但他只考虑到本征像差，而并没有考虑到衍生像差的变化p 即没有计及光学

系统中，某一面的球心偏离光轴，引起其后透镜组的光线坐标变化而造成的衍生像差。

我国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光学设计组，曾在玉之江同志领导下，对光学系统偏心公

差计算问题作了理论工作阻。 ，提出用光阑坐标和物面坐标变化的概念来计算各种初级波差

变化p 包括本征和衍生像差变化p 以求得光学系统各面球心偏离光轴的允许量。

随着光学设计水平的提高以及各种高质量光学系统日益广泛的应用，在如何保证光学
系统的质量问题上，我们进一步做了实用化工作。

本文作者试图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多年来试用的偏心公差计算法。

二、偏心定义及其几何光学特性

偏心系指光学系统中的各光学表面曲率中心(球心)对指定的参考几何轴线(定位轴〉的
垂直偏离量o

对轴对称的光学系统而言3 参考定位轴是指各个球心连线的光轴。对光学零件而言，参

考轴是该零件外圆的轴线。因此，在光学零件图纸上，应指出决定参考轴的基面以及零件的

各个光学表面曲率中心的允许偏离量。也即，对于单透镜p 应指出其两个球面的曲率中心所
允许的偏离量。对于双胶合透镜，应指明以哪个外圆做基面以及三个球面的球心允许偏离

量。在装校和检测时，应指明参考轴线(定位轴)}并使被测光学系统绕定位轴转动，以测量
和调整各面的球心对定位轴的垂直偏离量。

光学系统中p 某一光学表面的曲率中心对光轴偏离y 无非会出现两种可能的情况:一种

为平移，即球面与光袖相交的顶点和其球心同时平移开光轴; 另一种为球心绕球面顶点 A
转过，一个小角度 α9，如图 1 所示。

因中表示，零件第 2 面球心 O~ 绕着顶点 A 转过 αg 角，则引起该面球心垂直偏离光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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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F 的量为

02=r2 sinα20 (1) 

若把该情况看作为球面顶点 A 和球心 O2 同时平

移开光轴的量为 821 则转动与平移二者之间的差别，只

在于该表面顶点沿平行光轴方向平移一个量 L1d o

(2) 
图 1 光学零件第 2 表面偏心 δ2

-M，叫(1←酬句)=2hsid 雪。

Fig. 1 Curvature center of second 由于偏心差 8 是小量F 偏角 α 也是小量，故 LJd 是

surface is deviated an amount 8:1 二级小量O 透镜厚度公差一般要比偏心公差宽一个数
from the 0叩Pμtωi臼ca剖1 a缸XI旭sb峙yt阳u盯lrDnÜ

an angle α2 光学系统中 3 某一透镜厚度公差的要求特别严格，则我

们可以把转动视作平移，并辅以考虑其厚度变化对光学系统像质影响。

在一个光学系统中p 如图 2 表示，某一组元 B(或某一光学表面)平移开光轴量为 OB1 则

使得该组(或该光学表面)所接受的物面坐标(-句。， B) 和光瞠坐标(…的.B)发生变化。其增

量分别为
ÂÏ}o, B = - OB~ L1yo , H 二 c -OBo 

图 2 光学系统中~B 组平移开光轴的量为 OB

Fig. 2 The group B in an optical system is deviated parallelly 3n 

amoun t Ò B from the optical axís 

(3) 

同时p 由于 B 组的平移也带来其后的 C 组物面坐标(η0， 0) 和光幢坐标 (Yo， o) 发生变化。

A一'0.0= -LJ~O.B (~生.L )+8B= • ÒB ( ~o. 0 ) + OB , 
飞- 'Yìo. B I '."io, B / 

物.0= - L1yo, B ( 'Yo, o )十 8B =-ÒB(业ι)+Ò~ (~ 
\一的， B J \十驹.B / 

式中p 啊.0/匀。.B~饥B 为 B 组的垂轴放大率。于是造成光学系统最后像面上像点中心垂轴位
移m

A元，~ =òn (1 一响B)mO O (5) 

若是光学系统绕光轴 00' 旋转，则可以看到原轴上物点绕视场中心转动，旋转半径为

A诅量。

←---、
偏心对光学系统像质的影响

光学系统存在偏心时p 使该系统出现非对称性像差。对轴上像点言p 有中心彗差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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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轴色差p 使得像点的衍射环失去对称性，而且带有非对称性颜色。在偏心较严重情况下，

还会在视场中心看到两条分开的焦线，称为中心像散口同时J 轴外像点出现像散和非对称性

的畸变(称为切向畸变)。前者主要用于考虑对于望远物镜、显微镜物镜和微缩镜头等影响。

后者主要用于考虑对广角测量镜头p 如航摄镜头、导弹相机镜头等像质影响。

用大型电子计算机来逐一计算光学系统中各个国不同偏心情况下的光线方法p 可以得

到偏心对像差的影响。但在一般情况下，由于偏心是小量，只考虑由于坐标(物面坐标和光

幢坐标)的变化引起初级像差变化就可以了。除了由大像差相配合而构成高质量光学系统

外，运用初级像差理论来讨论偏心对像质的定量影响，并求得偏心公差，是可行且方便的。

光学系统的初级波差与光瞠坐标F 物面坐标的关系式可表示为

2W=斗÷SιI(ω户2+♂均)2+8刊II(ωy2十伽+吨Sι'II1y2

+专伽十S乌岛创W川v)川(y扩2十Z♂2) 'r]η2十Sv'!l酬η俨3 (6) 

式中 J Y=子， :2:=土和=-'!L表示为规一化的光瞌坐标和物面坐标。光学系统由于坐标
Yo z，。可。

变化引起的波差增量，可由上式对 g 和勾微分而得[2]

!L I 1 2 LlW = S:a (y2十 Z2) '!J +SaY η十五(83+队) (y2十泸)叮+S5Y俨十80η3

~中 S!J = 81 Lly+ 8II .d1], 

8 3 = 2SII áy + 2S1II Lh?1 

84 巳 2S1V Llη，

8 5 = (38[[1十SIY) .ðy十8Sy ð!]，

So=Sv Llyo 

坐标变化引起的色波差增量，可用同样方法对色波差表示式

aw，，=专 OI(y2+~) 十 0[[町，
微分而得

(7) 

(8) 

LlÔW1. =02Y+OOη(9) 

式中 03=Or A1J十 OII .::Jr/J

因为波差与几何像差关系式为

OO=OII ð!J o 

fgBW nuTA.， co二一~

l ug 
8W nuTAz= v; ，一
oz 

)qBW(1υ) 
I nu2LA.,=2 '::"~飞

oy~ -

l n θF了。u9 LAz = 2 <::r~ 
oz 

所以2 可对上式 (6) 和 (9)进行偏微分2 求得坐标变化引起的几何像差的增量3 如下式。

2nu .JT AlI =S2(3~l+Z2) + (3S3十S4)Y可+Sõ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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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nu LJT Az = 282yz十 (83十S4)Zγ1， (11)' 

nu LJT Av. .:J Â = 0 20 (12) 

从上式的分析可知，在 η=0 时3 也存在马和陆的影响，即在视场中心出现像差3 分别

称为中心垂轴色差和中心彗差。品和队与像高成正比，它形成与高斯像面成一定夹角的像

散焦平面。 Sr; 称为切向畸变，它使方形物体的像成非对称性变形。

又如图 2 所示的情况p 由于 B 组在子午面内平移缸， 则从公式 (3) 和 (4)可求得 B 组

和其后 C 组的规→化坐标变动量为

byB=~罗B 一 ðn
B 一-一-一 一 二一一，

型。• B 'YO. 1: f 

Ann = . LJ71B δn 1]B= 一一一 工 -一→，
YJo, B η'O， B 

ðyc =~生= 主~ + 8n 
Yo , c YO, B Y'O, C 

d旧 LJ生~十JLe
η'0， 0 吃。， B '1','0, 0 

将上式代入公式 (10) 和 (7) 得

r/ ~O[ ~OII \1 
C2 =(-ðB) 1( →一一+~二一 H

t 飞 YO， B "1 ,'0, B I J 

三~OI ~OII\ I~ClI ~O 
十 (-ð屹立了一立';1 )斗(立7元升

r I ~ C[ ~ OII \ I ~ O[ 可口一
$4{(tftr)一(tft汁，

f 叼 ι 『豆、且一、 王J 8 1 飞『足一

8 2 = -ðB {(去γ去了}-(女7+tf)}，

际 - 2ðB {(引导)一(辛辛二月，
(/ ~81V ~81V \ 

8 4 = -2ðB H-立←一__C__ 一), 
t\ 7]0, B η0， 0 / 

(13) 

(/主侈品JI十 S[V) 主 38v 、 /艺 (38旷8/v) ~ 38v \1 
8,,= -onH ïi 十」一一-，)一 (ρ 十」二一一 )L (14) 

- L\ 'Yo. B 7]'0, B / \ Yo. 。 η。， 0 IJ 

式中p芋和军分别表示对 B 组和 C 组所有面的像差系数求和平表示对 B 组和 C 组所有

丽的像差系数求和p 即从 B 组的第一面到 C 组的最后一面的像差系数求和。上式的物理意

义可以理解为光学系统中某组(图 2 中所示为 B组)平移开光轴也量，也可以考虑为该组与

其后所有的组都平移开光轴心量，然后再把其后所有的组再移回到光轴，来计算平移对像

差系数的影响。

若光学系统是由 K 个面所组成的，其中第m面的球心偏离量为缸，则按上述过程可以

得到类似公式p 表示如下:



η。

‘..... 光 学
;:g 
寸a 报

(1 ~ O[ ~OlI \ (~O[ ~Oll \1 
C!l =-ðmH~一十 m 一}一飞2土L一+旦土L一 H

L飞 iJjo， m η。， m 1 YO， m+1 η0.m+11 J 

r / ~ 81 ~ 811\ f "2:. 81 ~ 811\ 1 
S2=-ð俐~(~一一十 m 一一)←飞1土L一十2土L一 H

1飞 YO， m ηO， m 1 YO.m+lη0，，，，+1 1 J 

(J ~ Sll ~ 8II1 \ (~SII ~ BII1 \1 
8 3 = -2omH-"-'一一十立一一一)一 υ'+1 一+立主L一一 H.

i\ '!JO， m η。， m! YO， m+l ηO， m+1 / J" 

(/ ~SlV ~SIγ 门
8 4 = -2ðrn H-.!!!.一←一一旦L一 H

t\ηO，mηO， m+1 1 J 

2 卷

S!O= -o.)(~(3S111十S川 28Svvi E(3鸟II十 S川三~l 3S
y \1 5=-Sm{(m 十 m

一一) - ( 十 m+l H 0 (15) 
L\ YO， m η0，'" I 飞 YO， m+1 η0.m+1 I J 

对于平丽的情况p 就不能用球心对光轴偏离量来讨论p 而只有平面对光轴的倾斜问题。

问 ;3 光学系统中第m面为平面，

它不垂直于光轴

。

由于规一化坐标有如下比例关系p

'!J o=", -'J1 饵，
一一一一

Yo UO 
.. 

η = -'L=旦旦(16)
ηo Upú 

Fig.:-3 The m th surface in an optical 

system is a plane which is not per

pendicular to the optical axis 

则可从两条辅助近轴光线 (Z 和 lfJ) 的角度增量 Æi， 和
.åUfl) 来求得规一化坐标的增量 iJy 和 L1r]。若光学系
统中，第响面为平面p 则它与光轴不垂直度为 αm 角，
如图 8 所示。

则由于平面倾斜使得规一化坐标增量为

dgm 
Aqfmα恫血?-dflm 一句一一一一-1句， 111 Uo. m 

J ..../m 
U，o. 嗣 UpO.m 。

(17) 

第刑面之后的规一化坐标增量为

勾m+1 =O: 血LEm(含了?l =~(l一叫
均，刑十1 均 m(~) 饨，川 nm / 

\n响+1 I 

A1?m+1 =坐旦旦=2L(1一旦土~}o (18) 
U flÚ. m+1 UpO, '"\ nml 

把上述二式 (17) 和 (18)代入规一化坐标增量对波差系数影响的关系式 (7) 和(剖，经过
整理得到如下与 (15)式相似的表示式。

K K K K 

O2叫fl至三+室主、一/主三十星兰兰、1
1\ 饨，嗣 UpO， m I \ Uo. m+1 UJ)O. 111 +1 / J 

8'l =a~)( 圭岛主 Sll '\皇岛斗主SII \1 2=αm1 (一巳一一十一旦一一/一{旦士L一牛且L一 H
L 飞 UO, m Upü， 刑 \ UO， 刑十1 UfJO ， 刑+1 1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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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K K 

siizsrIZSIIrli z SIJZSIffll 
a=2a叫(~一一十旦)一- )-(且主L二十2止一H

L 飞 Uo， 刑 UpO， m I \110，帽+1 UpO， 例+1 / J 

~81V 
84 =2αm(nm-nm+l) … m卡

"刑+l. UipO，刑十1

23 

s fii可 (3S1l1 +S1V) 幸灿\/圭 (3S11l 十 SIV) 圭 B8v \1「吗nH … 十旦一_)_( "'+1 十 ~_1.__←)七 (19) 
L 飞 UO. m U:PO.饲/\ UO， m十 1 U,o.m+l I J 

式中 3 向 m+122L uomupom+1z」LM 刑口
nm+l nm+l 

上式的物理意义可以理解为光学系统中y 某响面为平面p 当它的倾斜角为tXm 时，可以

认为该平面和其后的镜组绕其顶点旋转同一角度p 然后再把其后镜组绕该顶点旋转回到原

位J 来计算该平面倾斜对像差变化的影响。从公式可知p 对于折射率差。~m=nm+l-nm 较小

的平面p 如近等折射率的胶合面，要比非胶合面对像差变化影响小得多。

实际光学系统中，各组元或各个光学表面的初级像羞系数，以及光瞌坐标和物面坐标，

只要计算两条近轴辅助光线 (Z 和 lfJ) 就可以求得。如果给出偏心量比(或 αm) ， 用上述公式

(15) (对平面情况p 用 (19)式〉求得偏心引起像差系数变化值 0，、岛、岛、 84 和民，再由 (11)

式和 (12)式得到儿何像差变化量，即

O. Tch' 二fL
n'u' -

O.Oom酌，=坐ι，
:ón'u' -

0.0侧向，=::::三轧
;:in" U/ 

。. a:i = (383十84) /2n'u'2s 

o. x~ 二 (83十 S4)/2n'u气

。肌朵。(却)
上述偏心几何像差分别称为中心垂轴色差、中心于午彗差、中心弧矢彗差、子午像面弯曲、弧

矢像面弯曲和切向畸变c

同样可以按照几何像差的允差用 (20)式求得波差系数值p 代入 (14)式求各组元允许平

移量，代入(15) 式求光学系统中某 m 面偏心允许量缸，或从(19)式求得某平面刑的允许倾

角 α刑。

四、偏心公差计算方法

如果已知光学系统中的各面像差的允差3 则如上述过程p 可求得各面的偏心允许量，亦

即p 光学系统的总像差变化量的允差要适当地分配到各面上去，才能求得其偏心允许量。这

就在量及到像差如何分配的问题。分配方法有两种可能方案。一种是等概率分配p 即各个面

的像差允许变化量是一样的。另一种是不等概率分配y 即根据各面对像差变化的灵敏度不

一样，用加权均方求和的方法进行分配。按第一种分配法，有可能对有的丽的偏心公差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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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过严，有的面则过宽。但可以给结构设计者作为机械结掏设计参考F 应当取什么样的机械

结构和哪些面为基准面较合理。装配者也可以根据各面球心偏离对像差影响的灵敏皮y 来

确定合适的装调方案。后一种分配法可能没有过严和特别宽的公差之处，这样就给零件加

工者带来方便。

目前p 我们采用的方法是先以等概率分配法得到各面球心偏离光轴暨p 提供结构设计作

为机械设计和装配时对偏心要求的依据。在光学零件图纸上调整对偏心要求过严之处J D1J 

放宽过严和缩小容易实现之处p 但所有零件偏心差对像差影响要在允详范围之内，即
K 生 cf 、 2

RfZ13亏。 ) T~隅 (21)
只，Q

式中3 微分系数百卢为单位偏心对像差变化的影响2 凡为各个丽的偏心允差p Tse 为像差

总变化量的允许值。

简单的光学系统偏心公差是容易制定的。下面就稍为复杂的光学系统，举例说明偏心

t 门!叫…叩门rT7 'mnn [例一] 精缩光刻物镜阳的偏心公差
U~W --1 LLJUU 精缩物镜用于制作微电子线路光刻掩摸版。该

' 镜头缩小 10 倍，要求在视场 lþ8mm 内，用超微粒干

罔 4 光学系统结掏外形图 版照相时p 对于波长为 e 的光y 波段宽度在 300Å 范
}i'ig. 4 Sehematic diagram of a 围内曝光p 能制出 2μm 的边缘平整线条。

micruphot唔raphic lens for the 表 1 为该镜头的结构参数。图 4 为光学系统外
e由lec仙tro佣ni扫σ circu址副山it

求和光学设计结果质量，取像差的允差 O.Oomα; 工土 O.OOlmm) O.DT'= 土O.OOlmrno

差。

91/f/ZSI28II\ I ~ 8 f L Ó'f{ \1 
81地 ~.~ -~ niu~O.Oo'mα; 斗工 /H ifi一一十 Ui.→j →(旦止一十 m+~_~) ~ i5 -- -- • 

...; 1("/ l\ Yo， 附 加， 111 飞的，刑十1 1}O.m叫 JJ

, r /二、 (38u1十 SIF) ~ 3Sv \ 
Om = - 2n~u~O. DT/ ，~.~， i (川 十lt(一一)

...; ]{/ L\ 驹， m T]O.m / 

(22) 

( z1 (侈8创S岛ιI刀川II 十+8岛削川川v)) ￥ 附矶V
斗--.. )(, (23) 

YO.m叫 ηO.m ← l IJ 

式中p 右边各项均为已知量。分子 jEybkt哈O.Oomai ~>7 =82 =0.000042, 2n~u~C.Drpl 
3 

'UIí.""I\~ -""Vll fJ""t ~]歪E 
古=85=0叫∞侧0叫1
各面的初级像差系数分布值。物面坐标 ηlO.m 和光睦坐标 YO.m 计算可以列表格进行，更方便
的是编成程序由电子计算机实行。

从计算结果表明y 对于此类物镜p 从切向畸变要求求得各国允许的偏心差较宽3 而大部
分阔的偏心差要从其对中心彗差的影响来求得。其中，要求偏心差小于 5μm 的共有 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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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透镜结构数据

Table 1 'l'he structural data of the lens 

面 数 由。.(率m半m径) |司 隔 折 射 ;豆和 色A凡dλ斗只)A。散m d(mm) 句，

1 500.02 3.10 1.5]8 :-10 0.00156 

2 40.00 ~!6.19 

3 52.00 5.20 1.75042 0.00284 
4 -、 38J.70 0.10 
5 27.50 4.20 1.75042 0.00284 

6 71.999 0.10 

7 18.B52 7.99 1.75042 0.0028韭

8 于世 333.31 1.80 1.76171 0.00534 

9 9.524 10.49 
10 -11.012 1.80 1. 76171 0.00534 

11 85.674 。.48 1.75042 0.00284 
]2 ι18 ‘ 403 O.JO 
13 -464 嘈 50 3.10 1.75042 0.00284 

14 -29.790 0.10 

15 27.50 4.20 1.75042 0.00284 

16 459 ‘ 05 12.686 
]7 像平面

面p 即第 3、 5、 10、 12 和 14 面。最严的是第 10 面p8102-0.0011，相当于 α10 = 010/Y10=' +21'二

和第 12 面~ ol~=0.0022.. 相当于 α1~= ~25" 。考虑零件加工的方便p 我们对过严和过宽偏

心差作调整。若将表 2 数值作为零件各面的偏心允差p 则从 (21) 式，求得总的中心彗差变化

量。. Comαj =O.0011mill。此值是允许的。

表 2 精缩物镜偏心公差

Table 2 Tolerances of a decentel叫 opt ical system 

111 
UU [ 

表中队值带有负号者，表示与其它带有正号者，对中心彗差系数乌有同等效果，即取

同样符号的 82 量计算得来的O 实际零件公差取正负号。这是为了给机构设计和装调时，考

虑正负号影响o
[例二] 广角摄影测量镜头的偏心公差

作为摄影测量用的镜头p 在光学设计时p 特别关注实际像点质量中心位置} í象点几何形

状的对称性以及不同波长光的像点漂移。为了满足高精度测量要求，这种类型镜头对倍率

色差、彗差和畸变要有特别好的校正。

图 5 为一种广角摄影测量相机镜头的光学系统外形，其结掏型式为 rrOPAR 型，焦距为

210mm.. 相对孔径 1/4.5，画面尺寸 180mm x 180mmo 透镜共有 K=16 个面，其中有一个

胶合面为平面p 并有一块平行平而玻璃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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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摄影测量物镜光学结构外形图

Fig. 5 Schematic diagram of a 

wìde-angle lens 

且L
寸」 报 2 卷

考虑偏心引起总的中心彗差 0.00响α~~

O.Olmm，中心色差。·Tch'岳王 0.005 mm 和切向畸

变。.DT'<O.005mm， 用等概率分配法p 求得各面

的波差系数变化量

O!! = nkukO. Tch' / .../K ~ 0.00016, 

82=3 咕咕0.0叫/♂
~O.0002~ 

85 =2叫:uj.O.DT'/ ....rK乓0.0003 1)

代入公式 (22) 、 (23) 和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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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得各面球心的偏离量与。对平面情况p 在公式 (22) 、 (23) 和 (24) 中，用'1.句， m 代替自0，闸，用

Uf/O， m 代替咐， m， 计算结果为平面的倾斜角 αm。计算步骤同例一。

从计算结果表明p 对于此类镜头F 在要求切向畸变小于 5μm 情况下，所得各面偏心差

较严。特别严的是第 8 面， ða =O.003} 相当于向=7" 和最后两个平面p 平板模角为 8"。这

是因为它们在光学系统中的作用是校正畸变。把过于严的和宽的公差作适当调整，使各面

的倾角句小于 10厅。若表 8 中的问(或 αm) 供结构设计和装校参考，则 O. DT'= 
0.0051mm，此值是允许的。实际零件公差取正负号值。

表 8 广角透镜偏心公差

Tè1,ble 3 Tolerances of a wide• angle decentered optical system 

m 1 二 3 4 5 6 7 8 9 10 }1 .-.12 
·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

→，一

èlm ~O.006 • .20 .005 一 .004 .007 .010 -.008 .007 一 一 .005

一…一一←· 一'
αm ι20" 60" 11" 一 18" 40" 一 60" 36" -10" 一 60" 16" ]ü" 

一二 •- -晶→'一 」

γm 61.12 702.5 95.61 46.34 35.68 -35.54 -45.91 -131 平面 ~65 .40 干:棋

五、结论

根据多年试用上述偏心公差计算方法，实践证明此法基本可行。上述两个例子所用镜

头均己加工。经检测，数据与计算结果一致。但偏心是二维变量y 文中所介绍的方法只考虑

在子午面内偏心对像质的影响p 所订公差有可能略严。随着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公差有可能

略有变动。

作者在运用初级像差理论进行偏心差公式推导和演算时3 曾得到王之江同志的帮助，特

此者示感谢。



1 期 光学系统偏心公差计算方法

参考文献

[ 1 ] r . r. CJIIOCapeB; <<reo:.wempu'æCaR 0饥mu部α>>， (M. AH CCCP, 1946). 
[2 J 王之江; <<光学设计理论基础>>(科学出版社， 1965) 336.......352. 
[ 3J 常群;((.光学设计文集训(科学出版社， 1976)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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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丑也his pa per, the geometrical Op也ics and 也ird-order aberration theory of decentered 

optical systems are discussed. And a1so a method for determining the 也olerances of 

decen也ered Op也ioa1 systems is described. As examp1es, we ca1cu1a怕也he tolerances of 

decentered errors for 也he two typical optica1 systems: A high performance microphoto

graphic 1e丑s and a wide-ang1e photogrammetric 1en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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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光信息处理学术报告会

第二届全国光信息处理学术报告会于 1981 年 9 月 8 日至 13 日在青岛市召开。报告会由中国光学学

会领导"并委托北京物理所、长春光机所和山东海洋学院等单位具体筹备组织的。出席会议的代表 81 名，

歹Ij席代表 23 名。这些代表分别来自国家科委所属单位、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工业部门等 50 余个单位。

会上宣读了论文报告 80 余篇，除几篇特约报告外p 宣读的论文报告是由筹备会议的学术小组以评分方

式从会前征得的 120 余件稿件中选出来的。

副理事长王之江在会上作了题为《光学信息处理的现状与

展望》的综述报告(右图〉。他说p 光学信息处理还处于不成熟

的阶段p 并且具有很强的探索性和应用目的性p 光学信息处理

中图象信息处理占很大比重， 但是p 图象信息的数字处理已经

发展得比光学处理成熟得多p 作为图象处理的各种重要运算，

例如增强、复原、判别、编码、信息综合等，数字处理显然是最主

要的手段。当然，对若干特殊应用，光学处理方法可以有自己的

独特长处，光学处理是一种模拟运算p 因此适宜做成专用机，当

数据量十分庞大并运算为线性时p 则光学方法就显得比数字方法优越，他指出p 要注意发挥光学处理的长

处p 并结合电子学和计算机的灵活性p形成有竞争能力的工作。光学信息的处理过程包括各个环节和各种

单元要发挥各自的专长p做有特色的工作。

合肥等离子所副所长霍裕平作了"空间可变相干光学变换刀的特约报告。他列举了近二年来国内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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