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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标量衍射理论研究了二维周期物体自成像现象，进一步地扩展了二维周期物体的自成像条件。研究表

明，只要两个方向周期长度的平方满足整数比，就存在相应的周期夹角满足自成像要求；另一方面，只要两个方向

周期夹角的余弦值的平方是有理数，理论上也就能找到比例合适的周期长度实现自成像。分析了同一个二维周期

物体用不同的周期长度及夹角组合来表示时，这些组合之间的数值关系。根据这些关系，给出了判断两个不同的

周期长度及夹角的组合是否等价的方法。最后用数值模拟验证了相关的理论分析。

关键词　衍射；二维周期物体；自成像；泰伯效应

中图分类号　Ｏ４３６　　　文献标识码　Ａ　　　犱狅犻：１０．３７８８／犃犗犛２０１０３００９．２５６２

犈狓狋犲狀犱犲犱犛犲犾犳犐犿犪犵犻狀犵犆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犳狅狉犜狑狅犇犻犿犲狀狊犻狅狀犪犾犘犲狉犻狅犱犻犮犗犫犼犲犮狋

犢犪狀犡犻狀狓犻狀　犣犺犪狀犵犔犲犻　犣犺犪狀犵犠犲狀狕犻　犔犻狌犙犻狀狓犻犪狅　犢狌犉犲犻犺狅狀犵
（犛狋犪狋犲犓犲狔犔犪犫狅狉犪狋狅狉狔狅犳犕狅犱犲狉狀犗狆狋犻犮犪犾犐狀狊狋狉狌犿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犗狆狋犻犮犪犾犈狀犵犻狀犲犲狉犻狀犵犇犲狆犪狉狋犿犲狀狋，

犣犺犲犼犻犪狀犵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犎犪狀犵狕犺狅狌，犣犺犲犼犻犪狀犵３１００２７，犆犺犻狀犪）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犜犺犲狊犲犾犳犻犿犪犵犻狀犵狆犺犲狀狅犿犲狀狅狀狅犳狋狑狅犱犻犿犲狀狊犻狅狀犪犾狆犲狉犻狅犱犻犮狅犫犼犲犮狋犻狊狊狋狌犱犻犲犱犫犪狊犲犱狅狀狋犺犲狊犮犪犾犪狉犱犻犳犳狉犪犮狋犻狅狀

狋犺犲狅狉狔，犪狀犱狋犺犲狊犲犾犳犻犿犪犵犻狀犵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犪狉犲犲狓狋犲狀犱犲犱．犐狋犻狊狆狅犻狀狋犲犱狅狌狋狋犺犪狋犻犳狋犺犲狊狇狌犪狉犲狉犪狋犻狅狅犳狋犺犲狋狑狅狆犲狉犻狅犱

犾犲狀犵狋犺狊犮犪狀犫犲犲狓狆狉犲狊狊犲犱犪狊犪狇狌狅狋犻犲狀狋狅犳狋狑狅犻狀狋犲犵犲狉狊，狋犺犲狉犲犲狓犻狊狋狆犲狉犻狅犱犪狀犵犾犲狊犫犲狋狑犲犲狀狋犺犲狋狑狅狆犲狉犻狅犱犱犻狉犲犮狋犻狅狀狊

狋犺犪狋犮犪狀犪犮犺犻犲狏犲狊犲犾犳犻犿犪犵犻狀犵．犗狀狋犺犲狅狋犺犲狉犺犪狀犱，犻犳狋犺犲狊狇狌犪狉犲狅犳犮狅狊犻狀犲狅犳狋犺犲狆犲狉犻狅犱犪狀犵犾犲犫犲狋狑犲犲狀狋犺犲狋狑狅狆犲狉犻狅犱

犱犻狉犲犮狋犻狅狀狊犻狊犪狉犪狋犻狅狀犪犾狀狌犿犫犲狉，犻狋犻狊狆狅狊狊犻犫犾犲狋狅犳犻狀犱犪狆狉狅狆犲狉狆狉狅狆狅狉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狋狑狅狆犲狉犻狅犱犾犲狀犵狋犺狊狋狅狊犪狋犻狊犳狔狊犲犾犳

犻犿犪犵犻狀犵．犉狌狉狋犺犲狉犿狅狉犲，狋犺犲狀狌犿犲狉犻犮犪犾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犫犲狋狑犲犲狀犲狇狌犻狏犪犾犲狀狋犮狅犿犫犻狀犪狋犻狅狀狊狅犳狆犲狉犻狅犱犾犲狀犵狋犺狊犪狀犱犪狀犵犾犲狊，狑犺犻犮犺

犱犲狊犮狉犻犫犲狋犺犲狊犪犿犲狋狑狅犱犻犿犲狀狊犻狅狀犪犾狆犲狉犻狅犱犻犮狅犫犼犲犮狋，犻狊犪狀犪犾狔狕犲犱．犜犺犲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犮犪狀犫犲狌狋犻犾犻狕犲犱狋狅犱犲狋犲狉犿犻狀犲狑犺犲狋犺犲狉狋狑狅

犮狅犿犫犻狀犪狋犻狅狀狊狅犳狆犲狉犻狅犱犾犲狀犵狋犺狊犪狀犱犪狀犵犾犲狊犪狉犲犲狇狌犻狏犪犾犲狀狋．犜犺犲狊犻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狉犲狊狌犾狋犪犵狉犲犲狊狑犲犾犾狑犻狋犺狋犺犲犱犻狊犮狌狊狊犻狅狀．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犱犻犳犳狉犪犮狋犻狅狀；狋狑狅犱犻犿犲狀狊犻狅狀犪犾狆犲狉犻狅犱犻犮狅犫犼犲犮狋；狊犲犾犳犻犿犪犵犻狀犵；犜犪犾犫狅狋犲犳犳犲犮狋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１０２８；收到修改稿日期：２００９１２１３

作者简介：严欣欣（１９８５－），男，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光学信息处理和数字图像处理等方面的研究。

Ｅｍａｉｌ：ｙａｎｘｉｎｘｉｎ１９８５＠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导师简介：余飞鸿（１９６４－），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光学仪器方面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ｆｅｉｈｏｎｇ＠ｚｊｕ．ｅｄｕ．ｃｎ

（通信联系人）

１　引　　言

１８３６年泰伯（Ｔａｌｂｏｔ）发现了周期性物体的自

成像效应，即泰伯效应。随着近代光学的发展，人们

对泰伯效应进行了深入的研究［１～９］，并取得了广泛

的应用［１１～１３］。在原理解释方面，主要有干涉理论［１］

和标量衍射理论［２～７］。干涉理论对简单周期物体泰

伯效应解释得比较好，但是对复杂周期性物体的分

析比较困难［１］。相比较而言，标量衍射理论的解释

更具一般性［２～７］，分析方法也比较多，如分数傅里叶

变换［３，４］、科纽曲线［５］和光子学方法［６］等。其中光子

学方法以光的波粒二象性观点对泰伯效应进行分

析，用概率波对光栅的泰伯效应进行了研究，得到了

与常规方法相同的分析结果［６］。

在研究范围方面，在原来一维周期物体和整数

泰伯距离研究的基础上，二维周期物体（阵列）、分数

泰伯距离的成像规律也有了广泛的研究［８，９］。其

中，曲伟娟等指出二维斜周期阵列的泰伯距离与正

交周期阵列的泰伯距离不同，分数泰伯像的成像规

律也不同［８］。余飞鸿等指出了泰伯成像与平面周期

阵列的单元结构无关，仅由两方向的周期长度大小

以及夹角大小决定［９］，只要两个方向周期长度满足

整数比，就能获得一系列能实现自成像的角度。

大部分关于二维周期物体自成像的研究都是在

两个方向周期长度相等或者满足整数比的情况下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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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本文运用标量衍射理论对二维周期物体的自

成像进行详细研究，发现两方向周期长度不满足整

数比，但两方向周期长度平方满足整数比的某些情

况下，也能够实现自成像。这一发现进一步扩展了

二维周期物体自成像条件［９］。同时分析了同一个二

维周期物体用不同的周期长度及夹角组合来表示时

相互间的数值关系。根据这些关系，可以判断两个

不同的周期长度及夹角的组合是否是等价。最后数

值模拟验证了讨论的结果。

２　自成像条件的扩展

根据文献［９］中的思路，利用标量衍射理论，计

算出平面二维周期物体后的复振幅分布情况，然后

根据自成像的振幅分布与自成像物的振幅分布必须

一样的要求，导出实现自成像的条件，并对泰伯成像

条件进行了扩展。

图１（ａ）所示是典型的泰伯效应示意图。用波

长为λ的单色平行光照射满足一定条件的周期性透

射物体，则在物体后面会周期性地出现原周期物体

的像。图１（ｂ）所示的是二维周期物体的示意图，

犃犅方向和犃犇 方向的两组平行线交点是物体单胞

所在的位置，可表示为［１４］

犳（狓，狔，０）＝

犵（狓，狔）ｃｏｍｂ
狓ｓｉｎθ－狔ｃｏｓθ

犱１
，狓ｓｉｎθ＋狔ｃｏｓθ

犱（ ）
２

，

（１）

式中犳（狓，狔，０）为二维周期物体的复振幅透射率，

犵（狓，狔）为二 维周 期物 体 单 胞 复 振 幅 透 射 率，

ｃｏｍｂ（·）为梳状函数，犱１，犱２（犱１ ≤犱２）为二维周期

物体两个方向的周期长度，θ为两个周期方向夹角

２θ（０＜２θ≤９０°）的一半，被狓轴平分， 代表卷积

运算。

图１ （ａ）泰伯效应示意图，（ｂ）二维周期物体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ａ）Ｔａｌｂｏｔｅｆｆｅｃｔ，（ｂ）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ｏｂｊｅｃｔ

　　利用二维傅里叶变换的卷积性质、相似性以及ｃｏｍｂ（·）函数的相似性、可分离性，可得（１）式表示的二维

平面周期物体复振幅透射率傅里叶频谱为

犉（狌，狏，０）＝犉［犵（狓，狔）］犉 ｃｏｍｂ
狓ｓｉｎθ－狔ｃｏｓθ

犱１
，狓ｓｉｎθ＋狔ｃｏｓθ

犱（ ）［ ］
２

＝

犉［犵（狓，狔）］－
犱１犱２

２ｓｉｎθｃｏｓθ
ｃｏｍｂ

犱１
２

狌
ｓｉｎθ

－
狏
ｃｏｓ（ ）θ ，

犱２
２

狌
ｓｉｎθ

＋
狏
ｃｏｓ（ ）［ ］θ

＝

犉［犵（狓，狔）］∑
∞

犿＝－∞
∑
∞

狀＝－∞

δ狌－
犿
犱１
－
狀
犱（ ）
２

ｓｉｎ［ ］θδ狏－ 犿
犱１
＋
狀
犱（ ）
２

ｃｏｓ［ ］｛ ｝θ ， （２）

式中犉［·］表示傅里叶变换，狌和狏表示两个方向的频率。由标量衍射理论可知，在菲涅耳衍射区内，物体

后狕处 光波复振幅傅里叶频谱分布犉（狌，狏，狕）为物体复振幅透射率频谱犉（狌，狏，０）与菲涅耳衍射传递函数

犎（狌，狏，狕）之积，其中菲涅耳衍射传递函数为ｅｘｐ（ｊ犽狕）ｅｘｐ［－ｊπλ狕（狌
２
＋狏

２）］，λ是入射单色光的波长。将（２）

式代入菲涅耳衍射公式，并利用δ函数的乘法性质，可得物体后狕处观察平面上的衍射频谱分布为

犉（狌，狏，狕）＝犎（狌，狏，狕）犉（狌，狏，０）＝ｅｘｐ（ｊ犽狕）ｅｘｐ［－ｊπλ狕（狌
２
＋狏

２）］×

犉［犵（狓，狔）］∑
∞

犿＝－∞
∑
∞

狀＝－∞

δ狌－
犿
犱１
－
狀
犱（ ）
２

ｓｉｎ［ ］θδ狏－ 犿
犱１
＋
狀
犱（ ）
２

ｃｏｓ［ ］｛ ｝θ ＝

犉［犵（狓，狔）］∑
∞

犿＝－∞
∑
∞

狀＝－∞

δ狌－
犿
犱１
－
狀
犱（ ）
２

ｓｉｎ［ ］θδ狏－ 犿
犱１
＋
狀
犱（ ）
２

ｃｏｓ［ ］θ｛ ×

３６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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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ｐ（ｊ犽狕）ｅｘｐ －ｊπλ狕
犿２

犱２１
＋
狀２

犱２２
－
２犿狀ｃｏｓ２θ
犱１犱（ ）［ ］｝

２

． （３）

　　 由二维傅里叶变换的可分离性以及乘法性质，对（３）式进行傅里叶反变换，可得在平面周期物体后狕处

的光波复振幅分布为

犳（狓，狔，狕）＝犵（狓，狔）∑
∞

犿＝－∞
∑
∞

狀＝－∞

ｅｘｐｊ２π
犿（狓ｓｉｎθ－狔ｃｏｓθ）

犱１
＋
狀（狓ｓｉｎθ＋狔ｃｏｓθ）

犱（ ）［ ］｛
２

×

ｅｘｐ（ｊ犽狕）ｅｘｐ －ｊπλ狕
犿２

犱２１
＋
狀２

犱２２
－
２犿狀ｃｏｓ２θ
犱１犱（ ）［ ］｝

２

，　犿，狀∈犣． （４）

这个结果和文献［９］中的结果相一致。根据ｃｏｍｂ（·）函数的傅里叶级数表示形式ｃｏｍｂ（狓／τ）＝

∑
＋∞

犿＝－∞

ｅｘｐ －ｊ２π犿狓／（ ）τ 可以发现 （１）式和 （４）式形式相近，只是累加项中多了一个二次相位因子

ｅｘｐ（ｊ犽狕）ｅｘｐ －ｊπλ狕 犿
２／犱２１＋狀

２／犱２２－ ２犿狀ｃｏｓ２（ ）θ／犱１犱（ ）［ ］｛ ｝２ 。为了实现自成像，必须使得该相位因子是

一个与犿，狀无关的常数，也就是要使

犉（犿，狀）＝λ狕
犿２

犱２１
＋
狀２

犱２２
－
２犿狀ｃｏｓ２θ
犱１犱（ ）

２
＝
λ狕

犱２１犽２
犿２犽２＋狀

２犽１－２犿狀ｃｏｓ２θ 犽２犽槡（ ）１ ＝犾，　犿，狀∈犣 （５）

式中犾表示偶数，犽１，犽２ 是使犱
２
１犽２ ＝犱

２
２犽１ 成立的最小正整数。（５）式是一个多值方程，令

狕＝狕Ｔ ＝
２狆犱

２
１犽２

λ
，　狆∈犣

＋ （６）

则（５）式中的犉（犿，狀）可以化成

犉（犿，狀）＝２狆 犿
２犽２＋狀

２犽（ ）１ －４狆犿狀ｃｏｓ２θ 犽１犽槡 ２，　犿，狀∈犣 （７）

要使（５）式成立，必须使（７）式中的４狆犿狀ｃｏｓ２θ 犽１犽槡 ２在犿，狀取任何整数时都为偶数，就是使２狆ｃｏｓ２θ 犽１犽槡 ２

为整数，即

２狆ｃｏｓ２θ 犽１犽槡 ２ ＝狇，　狇∈犣，０≤狇＜２狆 犽１犽槡 ２ （８）

在（６）式和（８）式的条件下，平面周期物体后狕处的光波复振幅分布如（９）式所示

犳（狓，狔，狕）＝犵（狓，狔）∑
∞

犿＝－∞
∑
∞

狀＝－∞

ｅｘｐｊ２π
犿（狓ｓｉｎθ－狔ｃｏｓθ）

犱１（［｛ ＋

狀（狓ｓｉｎθ＋狔ｃｏｓθ）

犱 ）］
２

ｅｘｐ（ｊ犽狕）ｅｘｐ －ｊ２π犿
２犽２狆＋狀

２犽１狆－犿狀（ ）［ ］｝狇 ＝

ｅｘｐ（ｊ犽狕）犵（狓，狔）ｃｏｍｂ
狓ｓｉｎθ－狔ｃｏｓθ

犱１
，狓ｓｉｎθ＋狔ｃｏｓθ

犱（ ）
２

，　犿，狀，犽１，犽２，狆，狇∈犣 （９）

这时就能实现二维周期物体的自成像。与文献［９］类

似，（６）式和（８）式分别是自成像距离条件和角度限制

条件；但是不同的是，本文并没有要求周期长度为整

数比，而只要求周期长度的平方满足整数比这样自成

像的条件就进一步放宽了，这也是本文的主要贡献。

在周期长度犱１，犱２ 以及周期夹角２θ已知的情

况下，狆，狇互质时，（６）式所示的距离狕Ｔ 就是能清晰

成像的最小距离，也就是最小泰伯距离。值得注意

的是，前面的结论是在菲涅耳衍射的前提下推导出

来的，因此最小泰伯距离必须在菲涅耳衍射区内才

有意义。表１所示的是两个方向的周期长度的比值

可以表示成两个整数比时狆，狇取不同的互质整数

得到的平面周期物体的夹角；表２所示的是两个方

向的周期长度不满足整数比，但是周期长度的平方

的比值可以表示成两个整数比时，狆，狇取不同的互

质整数得到的平面周期物体的夹角。

从表１和表２中可以看出：

１）表中每一行中的所有角度代表了在周期长

度的比例确定的情况下，能清晰成像的所有角度。

例如，对于两个已有的光栅，相应的行就代表了它们

能清晰自成像的夹角。

２）在犱２１犽２ 都相等的情况下，每一列的所有角

度代表了在最小自成像距离相等时，不同周期长度

比例对应的夹角。

３）随着周期长度比例限制条件的放宽，能够实

现自成像的周期夹角得到了扩展，如表２所示。理

论上只要一个角度的余弦值的平方为有理数，就能

找到相应的犱１／犱２ 实现自成像。

４６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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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某些不同的周期长度、夹角组合所表示的二维

周期物体在几何排列上是等价的。例如表１中

犱１／犱２＝１／１，狆＝２，狇＝３，２θ＝４１．４°表示的二维周期物

体和表２中犱１／犱２＝１／槡２，狆＝１，狇＝１，２θ＝６９．３°表示的

二维周期物体在不考虑缩放比例的情况下是等价的。

表１ 周期长度的比值满足整数比时的平面周期物体的夹角

Ｔａｂｌｅ１ Ａｎｇｌｅｓｗｈｅｎ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ｏｆｐｅｒｉｏｄｌｅｎｇｔｈｓｃａｎｂ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ａｓａｑｕｏｔｉｅｎｔｏｆｉｎｔｅｇｅｒｓ

犱１／犱２ 狆 １ ２ ３ ４

１／１
狇 ０，１ １，３ １，２，４，５ １，３，５，７

２θ／（°）９０．０，６０．０ ７５．５，４１．４ ８０．４，７０．５，４８．２，３３．６ ８２．８，６８．０，５１．３，２９．０

１／２

狇 ０，１，２，３ １，３，５，７ １，２，４，５，７，８，１０，１１ １，３，５，７，９，１１，１３，１５

２θ／（°）９０．０，７５．５，６０．０，４１．４ ８２．８，６８．０，５１．３，２９．０
８５．２，８０．４，７０．５，６５．４，

５４．３，４８．２，３３．６，２３．６

８６．４，７９．２，７１．８，６４．１，

５５．８，４６．６，３５．７，２０．４

表２ 周期长度平方的比值满足整数比时的平面周期物体的夹角

Ｔａｂｌｅ２ Ａｎｇｌｅｓｗｈｅｎ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ｏｆｓｑｕａｒｅｐｅｒｉｏｄｌｅｎｇｔｈｓｃａｎｂ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ａｓａｑｕｏｔｉｅｎｔｏｆｉｎｔｅｇｅｒｓ

犱１／犱２ 狆 １ ２ ３ ４

１／槡２

狇 ０，１，２ １，３，５ １，２，４，５，７，８ １，３，５，７，９，１１

２θ／（°）９０．０，６９．３，４５．０ ７９．８，５８．０，２７．９
８３．２，７６．４，６１．９，

５３．９，３４．４，１９．５

８４．９，７４．６，６３．８，

５１．８，３７．３，１３．５

１／槡３

狇 ０，１，２，３ １，３，５ １，２，４，５，７，８，１０ １，３，５，７，９，１１，１３

２θ／（°）９０．０，７３．２，５４．７，３０．０ ８１．７，６４．３，４３．８
８４．５，７８．９，６７．４，６１．２，

４７．７，３９．７，１５．８

８５．９，７７．５，６８．８，５９．７，

４９．５，３７．５，２０．２

槡２／槡３

狇 ０，１，２，３，４ １，３，５，７，９ １，２，４，５，７，８，１０，１１，１３，１４
１，３，５，７，９，１１，１３，１５，１７，

１９

２θ／（°）
９０．０，７８．２，６５．９，５２．２，

３５．３

８４．１，７２．２，５９．３，

４４．４，２３．３

８６．１，８２．２，７４．２，７０．１，

６１．６，５７．０，４７．１，４１．５，

２７．８，１７．７

８７．１，８１．２，７５．２，６９．１，

６２．７，５５．９，４８．４，４０．１，

２９．８，１４．２

１／槡５

狇 ０，１，２，３，４ １，３，５，７ １，２，４，５，７，８，１０，１１，１３ １，３，５，７，９，１１，１３，１５，１７

２θ／（°）
９０．０，７７．１，６３．４，４７．９，

２６．６
８３．６，７０．４，５６．０，３８．５

８５．７，８１．４，７２．７，６８．１，

５８．６，５３．４，４１．８，３４．９，

１４．３

８６．８，８０．３，７３．８，６７．０，

５９．８，５２．１，４３．４，３３．０，

１８．１

３　排列等价性的讨论

同一个二维周期物体，可以表示成不同的周期

长度、周期夹角的组合，反映在图２中就是不同平行

线的组合（平行线交点为物体单物的位置）。如图２

所示的由犃犉方向与犃犇 方向平行线表示的二维周

期物体，同样可以由犃犉方向平行线与犇犉 方向或

犃犈 方向的平行线相交得到，也可以由犃犇 方向平

行线与犇犉 方向或犃犈 方向的平行线相交得到。

图２ 同一个二维周期物体的不同表示方法

Ｆｉｇ．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ｏｂｊｅｃｔ

在这些等价组合中，周期长度、周期夹角之间满

足一定的数值关系。图２中如果能找出犃犉方向与

犃犇 方向平行线构成的最小平行四边形犃犇犈犉 中

这几组等价组合间的数值关系，则在其他平行线组

合构成的最小平行四边形中，也可以得到相应等价

组合间的数值关系。在所有的等价组合中，有且只

有唯一的一个平行线组合，其所构成的最小平行四

边形的边长是所有等价组合中最短的。根据这个唯

一性以及等价的传递性，可以判断任意两个平行线

组合是否等价。下面讨论犃犉，犃犇方向平行线组合

与犃犉，犇犉方向平行线组合之间的等价关系，其他

的几组等价关系可以用相同的方法进行分析。设

犱２１
犱２２
＝
犃犇２

犃犉２
＝
犔１
犔２
，　犔１，犔２ ∈犣

＋ （１０）

犱２１
犱２３
＝
犇犉２

犃犉２
＝
犕１
犕２
，　犕１，犕２ ∈犣

＋ （１１）

式中犱１，犱２，犱３ 是图２中所标注的平行线间的距离，

即相应的周期长度；犔１，犔２，犕１，犕２是满足（１０）式和

（１１）式的最小正整数。考虑使用犃犉 方向平行线与

５６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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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犇 方向平行线相交来表示二维周期物体的情况。

在Δ犃犉犇 中，由余弦定理求出 ∠犇犃犉 的余弦值并

和（８）式中表示的余弦值进行比较，可以得到

犔１＋犔２－犔２犕１／犕２ ＝狇ＤＡＦ／狆ＤＡＦ， （１２）

狆犇犃犉 ∈犣
＋，狇犇犃犉 ∈犣

式中狆ＤＡＦ，狇ＤＡＦ是满足（１２）式的最小整数。由于犕１，

犕２ 互质，所以

狆ＤＡＦ ＝
犕２

ｇｃｄ（犔２，犕２）
，

狇ＤＡＦ ＝
犔１犕２＋犔２犕２－犔２犕１

ｇｃｄ（犔２，犕２）

烅

烄

烆
，

（１３）

式中ｇｃｄ（犔２，犕２）表示犔２ 和犕２ 的最大公约数。将

（１３）式代入（６）式可得此时最小泰伯距离

狕ＤＡＦ ＝
２狆ＤＡＦ犱

２
１犔２

λ
＝

２犱２１犔２犕２

ｇｃｄ（犔２，犕２）λ
， （１４）

同理，如果考虑犃犉方向平行线与犇犉方向平行线相

交来表示二维周期物体的情况，可以得到

狆ＢＡＣ ＝
犔２

ｇｃｄ（犔２，犕２）
，

狇ＢＡＣ ＝
犔２犕１＋犔２犕２－犔１犕２

ｇｃｄ（犔２，犕２）

烅

烄

烆
，

（１５）

将（１５）式代入（６）式可得

狕ＢＡＣ ＝
２狆ＢＡＣ犱

２
１犕２

λ
＝

２犱２１犔２犕２

ｇｃｄ（犔１，犕１）λ
． （１６）

　　比较（１４）式和（１６）式可以发现，两种表示方法

的最小泰伯距离一样，和实际相符合。同时，（１３）式

和（１５）式表示了两组等价表示中狆，狇的相互关系。

至此犃犉，犃犇 方向平行线组合与犃犉，犇犉 方向平行

线组合之间的等价关系讨论完毕。同理，本节开头指

出的其他几组等价关系可以用类似的方法进行讨

论，这里不再赘述。

４　模拟结果

为了验证周期长度比例不满足整数比，但是周

期长度平方满足整数比的情况下也能够实现自成

像，对周期长度比例为１／槡２和１／槡３的情况下正交与

非正交的四组情况进行了模拟。模拟结果如图３所

示。图３中的每一行代表一种二维周期物体及其在

不同位置的成像。第一列表示二维周期物体，其他

６列中列的位置代表了像面的位置，其中狕Ｔ 是（４）

式中所示的最小泰伯距离。

从图３中可以看出，在最小泰伯距离狕＝狕Ｔ 处

所成的像和狕＝０处的像面完全相同，而在其他狕＝

狕Ｔ／６，狕Ｔ／５，狕Ｔ／４，狕Ｔ／３，狕Ｔ／２五个位置所成像相对

于原物体都发生了平移、倍频或叠加。这验证了本

文理论计算出的最小泰伯距离的正确性。

图３中的第一行是犱１／犱２＝１／槡２，２θ＝９０°时的

结果，在１／２泰伯距离处所成的像相对于原物体在

竖直方向上发生了半个周期的平移，而在水平方向

没有发生平移。图３中的第三行是犱１／犱２＝１／槡３，

２θ＝９０°时的成像结果。同样是正交的二维周期物

体，其在１／２泰伯距离处所成的像相对于原物体在

水平和竖直方向上都发生了半个周期的平移。可见

周期长度比例不同，正交二维周期物体的分数泰伯

像的性质也不同。

图３中的第二、四行分别是犱１／犱２＝１／槡２，２θ＝

６９．３°和犱１／犱２＝１／槡３，２θ＝６４．３°时的结果。在１／２

泰伯距离处所成的像相对于原物体在水平和竖直方

向上没有发生平移，但是都发生了二倍频。可见正交

和斜交二维周期物体分数泰伯像的性质有较大不同。

图３ 周期长度平方满足整数比时的二维周期物体的泰伯像

Ｆｉｇ．３ Ｔａｌｂｏｔｉｍａｇｅｏｆ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ｏｂｊｅｃｔｗｈｅｎｔｈｅｓｑｕａｒｅｒａｔｉｏｏｆｐｅｒｉｏｄｌｅｎｇｔｈｓｃａｎｂ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ａｓａｑｕｏｔｉｅｎｔｏｆｉｎｔｅｇ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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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　　论

研究了二维周期物体的自成像条件，得出只要

周期的平方满足整数比，就存在可成清晰泰伯像的

夹角；同样只要夹角余弦的平方是有理数，理论上也

就能找到合适的周期比例。分析了同一个二维周期

物体用不同的周期长度及夹角组合来表示时，这些

组合之间的数值关系。根据这些关系，可以判断两

个不同的周期长度及夹角的组合是否是等价的。模

拟结果证明了给出的二维周期物体自成像条件的正

确性。

参 考 文 献

１ＬｉａｎｇＱｕａｎｔｉｎｇ．Ｐｌａｎｅｗａｖｅ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ａｌｂｏｔｅｆｆｅｃｔ

［Ｊ］．犑．犌狌犪狀犵狕犺狅狌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２，

１（２）：１３～１５

　 梁铨廷．Ｔａｌｂｏｔ效应的平面波干涉理论［Ｊ］．广州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２００２，１（２）：１３～１５

２Ｔ．Ｗｉｎｔｈｒｏｐ，Ｃ．Ｒ．Ｗｏｒｔｈｉｎｇｔ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Ｆｒｅｓｎｅｌｉｍａｇｅｓ：Ｉ．

Ｐｌａｎｅ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ｏｂｊｅｃｔｓｉｎｍｏｎｏｃｈｒｏｍａｔｉｃｌｉｇｈｔ［Ｊ］．犑．犗狆狋．犛狅犮．

犃犿．犃，１９６５，５５（４）：３７３～３８０

３ＣｈｅｎＷｅｎｊｉｎｇ，ＳｕＸｉａｎｙｕ．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Ｆｏｕｒｉ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ｎｇｕｌａｒ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ｔｈｅｏｒｙ ［Ｊ］． 犑．

犗狆狋狅犲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狊·犔犪狊犲狉，２００２，１３（４）：４０１～４０４

　 陈文静，苏显渝．基于角谱分析的分数傅里叶变换数值模拟算

法［Ｊ］．光电子·激光，２００２，１３（４）：４０１～４０４

４ＭｙｋｈａｉｌｏＶ．Ｓｈｏｖｇｅｎｙｕｋ，ＹｕｒｉＭ．Ｋｏｚｌｏｖｓｋｉｉ．Ｓｅｌｆｉｍａｇｅｓｏｆ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ｐｈａｓ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ｕｒｉ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ｄｏｍａｉｎ［Ｃ］．犛犘犐犈，２００６，６０２７：６０２７０Ｅ

５ＬｏｕＺｈｉｍｅｉ．Ａｎｅｗ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ａｌｂｏｔｅｆｆｅｃｔ［Ｊ］．犑．犙犻狀犵犺犪犻

犖狅狉犿犪犾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１，（１）：２３～

２６

　 楼智美．Ｔａｌｂｏｔ效应的新解释法［Ｊ］．青海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

学版），２００１，（１）：２３～２６

６Ｚｈ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ｙｉ，ＴａｏＣｈｕｎｋａｎ．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ａｌｂｏｔｅｆｆｅｃｔｂａｓｅｄｏｎ

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ｔｈｅｏｒｙ［Ｊ］．犔犪狊犲狉牔 犗狆狋狅犲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狊犘狉狅犵狉犲狊狊，２００６，

４３（５）：６３～６６

　 张成义，陶纯堪．光栅Ｔａｌｂｏｔ效应的光子学研究［Ｊ］．激光与光

电子学进展，２００６，４３（５）：６３～６６

７ＺｈｏｕＴｏｎｇｊｕｎ，ＴｅｎｇＳｈｕｙｕ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ｓｉｚｅｏｆｔｈ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ｏｎＴａｌｂｏｔｅｆｆｅｃｔ［Ｊ］．犑．犛犺犪狀犱狅狀犵犖狅狉犿犪犾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７，２２（３）：５０～５１

　 周同军，滕树云．光栅尺寸对光栅泰伯效应的影响［Ｊ］．山东师

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７，２２（３）：５０～５１

８ＱｕＷｅｉｊｕａｎ，ＹａｎＡｉｍｉｎ，ＬｉｕＬｉｒｅｎ犲狋犪犾．．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Ｔａｌｂｏ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２Ｄｓｋｅｗｅｄ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ｒｒａｙ［Ｊ］．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犔犪狊犲狉狊，２００６，

３３（３）：３５６～３６０

　 曲伟娟，闫爱民，刘立人 等．二维斜周期阵列的分数泰伯效

应［Ｊ］．中国激光，２００６，３３（３）：３５６～３６０

９ＹｕＦｅｉｈｏｎｇ，ＬｉａｎｇＹｉｎｚｈｏｎｇ，ＬｉＺｈｅｎｇｍｉｎ犲狋犪犾．．Ｔａｌｂｏｔ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ｔｈｅｐｌａｎｅ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ｏｂｊｅｃｔ［Ｊ］．犑．犣犺犲犼犻犪狀犵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１９９３，

２７（５）：６３４～６３９

　 余飞鸿，梁荫中，李正民 等．平面周期物体的 Ｔａｌｂｏｔ效应［Ｊ］．

浙江大学学报，１９９３，２７（５）：６３４～６３９

１０Ｃｈｅｎ Ｙｉｎｇ，Ｙａｎｇ Ｋｕｎｔａｏ．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ｔｈｅｃｈｅｃｋ ｏｆｌｉｇｈｔ

ｃｏｌｌｉｍ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ａｌｂｏｔｅｆｆｅｃｔ［Ｊ］．犗狆狋犻犮狊牔 犗狆狋狅犲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

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２００５，３（２）：３７～４０

　 陈　颖，杨坤涛．基于Ｔａｌｂｏｔ效应的光准直测量方法研究［Ｊ］．

光学与光电技术，２００５，３（２）：３７～４０

１１ＨｏｕＣｈａｎｇｌｕｎ，ＸｕＪｉａｎｆｅｎｇ，Ｂａｉｊｉａｎ犲狋犪犾．．Ｓｕｂｗａｖｅｆｒｏｎｔｓｌｏｐ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ａｌｂｏｔｅｆｆｅｃｔｍｏｉｒéｆｒｉｎｇ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

犗狆狋狅犈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犈狀犵犻狀犲犲狉犻狀犵，２００７，３４（１１）：６１～６４

　 侯昌伦，徐建锋，白　剑 等．采用Ｔａｌｂｏｔ效应莫尔条纹的子波

面斜率测量［Ｊ］．光电工程，２００７，３４（１１）：６１～６４

１２ＰａｎＺｈｅｎｇｑｉｎｇ，ＹｅＱｉｎｇ，ＣａｉＨａｉｗｅｎ犲狋犪犾．．Ｍｉｌｌｉｍｅｔｅｒｗａｖｅ

ｍｏｄｕｌａｔｅｄ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ｐｕｌｓ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ｐｕｌｓｅ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Ｔａｌｂｏｔｅｆｆｅｃｔ［Ｊ］．犆犺犻狀．犗狆狋．犔犲狋狋．，

２００８，６（９）：６３４～６３７

１３ＴａｎＱｉａｏｆ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Ｙａｎ，ＪｉｎＧｕｏｆａｎ．Ｈｉｇｈ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ｏｌｏｒ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Ｔａｌｂｏｔｅｆｆｅｃｔ［Ｊ］．

犆犺犻狀．犗狆狋．犔犲狋狋．，２００９，７（１１）：９７５～９７７

１４Ｊａｃｋ Ｄ．Ｇａｓｋｉｌｌ．Ｌｉｎｅａ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Ｆｏｕｒｉｅ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ｓ，ａｎｄ

Ｏｐｔｉｃｓ［Ｍ］．ＦｅｎｇＫａｉｙｉｎｔｒａｎｓｌ．，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１．５～９８

　Ｊ．Ｄ．加斯基尔．线性系统·傅里叶变换·光学［Ｍ］．封开印 译，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１．５～９８

７６５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