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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立叙述T网格高速摄影的成象特性p用二维脉冲序歹1J 函数进行了分析。把同格器件用于光学系统巾，

在得了图象点阵列照片。 目标和阵到荤是对应的c 测量了底片"J:.出图象点阵列的密度分布，指出了分辨

率和同格节距的关系。 间格高速摄影与普通高速摄影恒比是降低了图象分辨率而提高了图象对比亮嚷。

在光学系统中使用阿格器件的性用是把一个具有连续轮廓的外界目标分割成同格点阵象，通过点阵

余件相对移动，在同一张底片上就可以得到许多与目耘相对应的图象，网格高速摄影就是利用这种点阵运

动原理来实现的[1，飞

一、实验装置及结果

网格高速摄影的成象实验装置示意图如图 1 所示。图中物镜 B 将目标 1 成象在同格透

镜阵列 4 的前焦面 3 上o 通过网格器件和物镜组合的作用把目标图象分解，在位置 5 得到

和目标相关的点阵象，在点阵象后再加一显微摄影装置 6，使目标成象于底片 7 上，

' " 3 垂 5 6 

图 1 带显微放大的网格摄影实验装置原理图

Fig.l Sche皿atic diagram of experimentaJ回归p

with microscope for r坦问r photography 

二、成象和实验结果分析

实验所用的网格器件的参数是叫微透镜单元数为 22， 500 个，网路节距 1ja=0 .4 mm，

dI1=1:0.75， 外形尺寸6Ox60mmllo
1.网格摄影拍摄的各类目标

(1) 不同光照度分布的目标 例如人物摄影J 获得了如图 2 所示的照片。

(2) 黑自对比的图形成象 例如，一张微缩胶卷，宫的网格点阵象如图 3 所示，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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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密度理论上也只有两种，即黑和白。

但)一定景深的目标 在目标位置上，放置几个直径为 0.2mm 左右的玻璃IJ\'球，用

自炽灯照明(小球上的白点为照明光的聚焦点讥获得了如图 4 所示的网格点阵照片。

-吨'.

图 2 人像的网格点阵象 图 3 具有黑白对比的文字的网格点阵象

Fig. 2 The point array i皿age of a boy's head Fig.3 The contrasty point array image of words 

2. 结果分析

(1) 利用图 1 实验装置，目标用均匀光照明一张白纸，则在感光胶片 5 的位置上得到如

图 5 所示的点象阵列。通过 Mφ-4光密度计沿L 轴向测
量得出其一维能量分布图3 即梳状函数，如图 6 所示。

从照片上看到梳状函数的个别点光能量分布小一些。这

‘ 可能是由于微透镜排列不整齐或者微透镜本身在制造上

还存在某些工艺或材料上的缺陷而产生的。

(2) 为了测出图象象素点光强和相邻区域亮度的对

比，在图 1 实验装置的底片 7 处摄影3 获得如图 7 所示经

放大后的点象阵列照片(其所用的网格器件参数如前所

述)。由于采用了网格器件，每个象素处于微透镜的聚焦

点上，使光能被集中。用 M~-4黑密度计测量p 获得图
图 4 tþO.2 mm 的玻璃小球3 经照明 8 所示的曲线。显然，曲线的亮度被提高了，波峰和波谷
后的网格点阵象(放大 50 倍〉

黑密度约差一倍(照片下沿为零线)0
Fig.4 The point array image of 
也e l'as协r photgraphy for the ' (3) 图象对比亮度的提高是用降低图象分辨率来取
illumina切d small glass balls 得的。实验中网格器件节距为 0.4皿皿，这就决定了摄

(tþO.2 mm)(magnification 50 x) 影分辨率为 2.5 P .l/mmo' ~般网格器件尺寸可做得较

大p 例如实验中使用的是 60x60mmS2 如果直线方向上缩小 6 倍2 就可以获得分辨率为

15P.limmJ 画幅尺寸为 10xl0mm~ 的照片。. 如果进d一步缩小网格器件的节距，就要影响
象素点的对比亮度的提高;反之，为了提高象素点的对比亮度，就要求制作较大节距的网格

器件。在应用时3 可根据具体拍摄对象选用适当参数的网格器件。

作者对龚祖同教授的指导和陈俊人同志对本文撰写过程中所提的修改意见表示感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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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网格点象阵列

Fig. 5 The array of .point imag咽

through the raster . pla也

图 7 局部放大的网格点象阵列

Fig. 7 The array of point i皿ages

through the l'捕ter pla旬 and

microscope photography 

图 6 沿 Z 轴方向网格成象点的光能量分布

Fig.6 The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the point 

array ÏIjlage along x axial direction 

H 

0.5 

0.25 

图 8 加网格器件作用在感光底片]二

使密度有相对提高〈放大 20 倍〉

Fig. 8 The lenticular plate has been used 

for photography to increase the density 

of film relatively (magnification 20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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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imaging perfonnance of high .peed raster pbot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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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eceived 9 July 1982, rev如d 29 DI:朋mber 1982) 

Abstract 

Thìs paper descrioos and analyses 也e imaging performance of high spood rasier 

photography with two dimensional pulse functìonal array. The len也icular plate has 

been used in 也he optical system to g时也e point-array-image of the raster pla如 which

corresponds 阳出 obj创. The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the pOi时-array也age w础

measuroo. The resolu也íon of the r回帕r image 坦白1a也ive to the pitch of 古he ra的er pla旬，

The high 咱俩d r.副抽r pho也ography can obtai且也he higher rela也ive bnghtn创到 and lower 

resolution of image as oomparad with the conven也ona1 high Speed photography. The 

frame in七erval 坦 eqnal 如 the size of the image point. For conventional high Speed 

photography, a 仕ame interyal mnst be larger 古han the height of ÍIame. 80 that r剧怕r

photography can reach high framing rate. By reducíng ihe fraIlle size of tho ras也er imago~ 

O卫e çan increase the resolution of the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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