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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实验教程(中央民族大学特色教材)》是在我们近30年教学实践的基础上积累
的教学成果，尤其是自2003年创建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以来，为该专业高年级学生逐步开设了一批
专业实验，同时撰写了实验讲义，通过多年教学实践的检验，汇集编制了这本实验教材。
教材涉及光学信息处理、全息显示技术、激光技术、光纤通信和光电检测五个学科方向，包括基础性
、设计性和综合型三个层次共计39个实验项目，可为光信息专业和应用物理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开设，
其中难度较大的综合型实验也可作为研究生的实验技能训练项目。

《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实验教程(中央民族大学特色教材)》的写作模式不同于往常的实验教材，力
求探索一种更能激发学生独立思考、自主设计和创新的教材写作方式，除作为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
和应用物理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外，也可供从事光学信息领域的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教
师阅读参考。

朱伟利教授任主编，并负责全书统稿和审核修改，陈笑任副主编，承担部分审核工作和出版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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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三、真彩色全息图的再现 当白光以（）角由共轭方向照射H2时，其上的三幅彩虹
全息图将再现出三幅彩虹像Or’、Og’、Ob’，在全息图后方有三套衍射光场相互重叠。
由于多狭缝的编码作用，三者各自的衍射光场的色散程度略有差别，因此H2后沿法线方向（θ，=0处
）传播的光束分别由再现像Or’的红色、Og’的绿色和Ob’的蓝色三部分叠加而成，当人眼处于法
线方向同时接收到三种颜色的再现像时，便可看到预期的真彩色图像（请参照实验3—7中的图3—7—5
）。
 需要说明的是，采用多狭缝编码记录的真彩色全息图，不能在任何观察角度都看到准确的真彩色再现
，只有当照明的白光入射角度合适，观察者相对位置适当时才能看到真彩色的恢复。
若偏离观察角度，则再现像的色彩将发生色偏移，得不到“目标物体”真实色彩的恢复。
 【实验内容】 一、实验题目（二选一） 1.制作一枚三维反射式真彩色全息图（用全色全息记录材料）
。
 2.制作一枚二维多狭缝编码真彩色全息图（用红敏全息记录材料）。
 二、实验要求 1.根据所选题目，给出光路设计方案，包括目标物体的图形设计、实验光路图的设计，
以及光路参数的设计和计算等（题目2建议采用二步法）。
 2.按照设计的光路图排布光路，各元件达到共轴，较为准确地确定与设计参数有关的位置，并使之便
于实验操作。
 3.在制作多通道母版H1时，必须采取妥善措施保证在干板的某一通道曝光时，其余通道一律避光。
 4.将制作成功的样品放在白光照明条件下，观察再现像，评估其质量，并和预期的结果作比较，分析
产生误差的原因，并提出改进措施。
 三、重要提示 针对题目1 1.反射型全息光路看似简单，但由于本实验启用红、绿两色双波长记录，因
此某些光学元件，如反射镜、分束镜等必须同时使用短波长和长波长两套元件，如何合理地设计这类
双波长光路，便成为本题目的难点之一，应引起足够重视。
 2.因两个不同波长的激光器输出功率不同，且不同型号的全色感光材料对不同波长的感光灵敏度也存
在差异，因此必须谨慎调节红绿两色激光的光强配比，以获得相匹配的曝光量，进而获得相匹配的衍
射效率，以免引起再现像的色偏移（具体参考数据由实验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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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央民族大学特色教材: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实验教程》的写作模式不同于往常的实验教材，力求
探索一种更能激发学生独立思考、自主设计和创新的教材写作方式，除作为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和
应用物理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外，也可供从事光学信息领域的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教师
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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