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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非银盐记录介质实现黑白图像假彩色化

黄婉云
〈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 所三

甜
抽
古
m

-vu 
」
』
呵

部

丰
-
业工核

王丰域
〈中国农业工程研究设计院〉

提要

本文改进了文献[巧的相位调制密度假彩鱼编码法.成功地用非银盐材料作为记录介质，实现了黑白

m像的等密度假彩色编码.简便可靠地实现所记录物分布的位相化.文中还介绍了记录介质的制备方法
及其持性.

一、记录介质的制备及其光学特性

将 60g 1200 聚合度的聚乙烯薛溶于 1000ml 蒸馆水中，水浴 4hr 后在 -1000 的状态

下玲冻 4hr。再次水浴，加入 10g 重锚酸钱及适量增感剂，使它们均匀分布。将这样配制

的光敏树脂胶均匀地涂布在玻璃基底上，烘干后便是非银盐感光板，光敏树脂胶的厚度为

20"，，30μm 之间。

非银盐感光板曝光后，光敏树脂胶将固化。在一定曝光量范围内，其困化程度与曝光量

成正比。当曝光量增大到某一值时，出现饱和国化现象。曝光后的非银盐感光板经过水洗，

未固化的光敏树脂胶溶于水，固化的透明介质仍附着在基底板上，在线性曝光范围内，这部

分透明介质的厚度与曝光量成正比o

二、黑白透明物片光栅采样、位相化、假彩色化

图 1 是采样光路，其中 O 是待处理黑白透明片， G 是振l阳型矩形光栅， F 是非银盐感光

板。 以均匀强度的白光照明，底片上光强分布与用光栅

采样的物强度透过率函数相同。

J G 选取合适的曝光时间，使底片对所有光栅透光部分

J 0 其固化程度都与曝光量成正比。底片经过水洗烘干以

l ;f 后，底片上这部分透明介质的厚度按光栅采样后物片透

图 l 过率函数分布。对应于光栅不透光部分，底片上曝光量
是趋于零的常量，水洗烘干后，这部分透明介质厚度相同。若物片的强度透过率为 T(功，经
过采样曝光、水洗、烘干后底片上透明介质层的厚度函数可以写作

rl((￠)=iT(外ω(号)@comb(号)J+争 rω[气与叮⑧comb (~ ),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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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b 是光栅常数Fα 是光栅缝宽、 A 和 do 是由光栅透过率、记录介质特性、曝光过程决定

的常数。对波长为 λ 的光波F 该透明片的复振幅透过率为

t(必2λ)斗旺p[i 2; AT(叫J[rω(号)@cω(号)]

+主叫ri竿也l~re叫 $1(b/2Ll ⑧comb(引10 (2) 
o - L /1.. .J l L 0-αJ \ Q I J 

显然，对于光波的作用透明片只是改变光波的位相分布，称透明片为位相物。它的特点是:

位相分布是受物函数调制的光栅采样分布。这就实现了对物分布 T(功的光栅采样的位相

化。

将位相物放在如图 2所示的输入面上，当为自光点光源时p 频率面上得到色散物频谱.

若滤波器只让某一级(包括零级)频谱通过，输出面上得到的是物的等密度假彩色编码的放

大图像E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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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运总

图 2

---、
主要优缺点

这种假彩色化方法除保留了"相位调制密度假彩色编码"的优点外，由于省去了显影、定

影、漂白等一系列化学作用过程，从而使信息损失减小p 噪声降低。用这种方法直接得到的

放大的假彩色图像质量较好。一年多来在地质和农业的实际应用中取得了显著效果。
图 3 (见彩色插页)是用该方法获得的平顶山幅卫星图。图 4 (见彩色插页)是宁波幅

(钱塘江入海口〉卫星图。

这种假彩色化方法由于位相化步骤简单可靠，有很好的可重复性，非银盐底板的制备也

比较简单，成本低廉，因此其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目前这种非银盐底板尚未商品化J 对推广带来一些不便。

本文蒙于美文教授提出很多宝贵意见，在实验过程中赵霖同志给予了大力支持，一并致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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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5 眷

Non-sil ver recording medium has been used for density pseudocolor encoding 01 

black-whi如 i皿ages. Thts densi古y pseudocolor encoding m的hod and 'its applica古ions ìn 

geo]ogy are described here in detail. r:rhe preparation of 古he reoording medium and 

i回 characteri的ios and also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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