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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孔径自光散斑照相法的研究

陈炳泉 程传福

提要

本文报道利用旋转孔侄法进行白光散E照相，研扭动态问题. 其不仅具有旋转孔佳激光散在照相的

优点，而且最突出的优点是能走出实验室，到现场进行动在圃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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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寻| 吉
目

文献口]提出了旋转孔径法的最先散斑照相，给动态散斑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方怯。但

由于受到激光的限制，只能在实验室进行研究。为了能走出实撞室到现场进行动态测量，我

们对旋转孔径法的自光散斑照相进行了相步的研究。

二、实验方法和原理

图 1 是旋转孔径自光散斑照相法的成像系统。 由点光摞辐射出的白光经遁幢乌合聚

于小孔撞撞嚣，再经透镜 L~ 将自光均匀照明试件:照相机前放置一个由作者设计的机械式

的孔径扫描器，照相机对试件聚焦成像避行白光散斑照相。

在拍摄散斑团时，试件在静态时，照相机前的孔径扫描器作旋转扫描，使孔径匀速旋转

半圈进行第一次曝光;而后在试件连续变形的过程中』使孔径再匀速旋转半圃进行第二次曝

觉，这样就得到一张记录物体动态变形全过程的自光散斑圈。因物体不同的状矗与孔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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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位置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所以将此白光散斑图进行全场滤波分析，就能得到物体动态全

过程的信息。

三、实验结果和讨论

实验中p 采用了图 1 所示的成像光路3 全场滤波分析采用激光照明。试件为φ66mm 的

有机玻璃圆盘绕中心作转动。 实验中用千分表进行监测2 千分表到圆盘中心的距离为

150mmo 我们用两孔和四孔旋转分别做了圆盘绕中心转动的实验。
图 2 是两孔旋转的实验结果。两孔的中心距离为 54皿mJ 圆盘连续转动的范围为 0'"

180μm(千分表读数〉。图 2(α)是衍射晕照芹;图 2(的是在半圈衍射晕上每间隔号取一幅

全场条纹照片p 得到圆盘转动 6 种状态的全场信息。 I ~ … γ- ., 'I~.J. 

图 8 是四孔旋转的实验结果。四孔排列如图 4 所示p 它由两对 (A 孔对和 B 孔对)互相

垂直的双孔组成。 图 3(α〉是衍射晕;图 3(明在外半圈晕上每间隔号取一幅全场条纹照

片;图" "3 (σ}是在中半圈晕上与图 3(b)相差旦得到的全场照片。 使用四孔旋转能得到两个
2 

Fi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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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五相垂直方向上的信息。

实验结果表明，旋转孔径自光散斑照相法对研测动态问题是可行的。它不仅具有旋转

孔径激光散斑照相的优点p 而且最突出的优点是能走出实验室，到现场进行动态测量研究，

为工程上的一些动态问题的研究拓宽了研究范围。目前对白先散斑用于动态问题的研究在

们正在进行进一步的探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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Ãbstract 

Rotating apert盯e methods of whHe-lighiï speck1e pho切graphy n踊d for 

me昭UIing the dyna.mic problems is proposed in this paI用r. 1n addi-tion 切也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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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be nsed for dynamic me回urement in the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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